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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集 20 世纪至今具有代表性的西方艺术理论文献

27 篇，主要涉及艺术理论基本问题、 现代主义与先锋派 、

艺术与其社会语境、 艺术史及其社会体制、艺术的符号与

风格等五个方面，囊括了现代西方艺术思想领域较为重要

的主题，展现了 一幅西方艺术理论发展的现当代图景。 每

篇文献之前，附有简短介绍，以便读者能对相关作者 、 思

想有更深的了解。

上架建议 ： 哲学 ． 艺才

> 9 

6 4
— 

9 4
—

4 

。肛
—

c。

11 。

右
"
”
“
r
l

0
8

8 7 9

7 8 

—

7 

N B s 19 

定价： 78 ,00 元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南京大学“九八五工程”三期资助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西
方
当
代
卷

Documents of Western 

Contempora 「 y

Art Theories 

艺
术
理
论
基
本
文
献

IAS 励学文丛

15 

总
主
编

周
宪

本
卷
主
编

生活 ． 倩含．耘如 三 联书店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Copyright© 2014 by SO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巾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

未纾许可． 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即论基本文献西方当代卷／周宪主编 北京 · 生活 · 读书 ． 新

知 三联书店 ． 21114.5

ISBN 'J7H - 7 - 1 IIH - 1141!46 - 'J 

I G)艺 .. . ll . CD周… m CD 艺术理论—专题文献—西方国家—现
代 I\. (DJ 1111 . <J 

中同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111-1 ）第 1 187'!35 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储平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生活计言 抚知 三 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怕东街 22 号）

邮 编 1 ( ） 1)（） l i)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11 1 4 年 5 月第 1 版

211 1 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X 1 (I2 (1 毫米 1/ 16 印张 2(, 

, 子 数 ．3711 干字

定 价 7H 1111 元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总序

经过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诸君几年努力，《艺木理论基本文献 》一套四卷本终

于面世了 。 各位编者翻检收罗了汗牛充栋的文献，从中精选出一些代表性篇什，结

集为四卷，分别是中国古代卷、中国近现代卷、西方古代一近现代卷和西方当代卷。

这套书庙括古今中外，既有中西学木之对话，又有古今学者之交流。诸多篇什构成

了一个充满“复调＂的艺木理论乐章 。

晚近随着艺木学升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也随之升格为一级学科。尽管“艺

术学理论”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学科名称多有争议，好在目前它已名正而言顺了。

本书的编撰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既然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有必要

对它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发展有所了解，就有必要厘清其历史传统及其理论来源。

目前国内尚缺这样系统的文献读本，而学科的教学和科研都非常需要这样的文献 。

基于这一看法，我们编撰了这样一套书。

然而，此事谈何容易 。 面对卷怢浩繁海量文献，面对源远流长的知识史，首先

要解决的问题是遴选什么？其次是如何编排？参与此项工作的编者群策群力，经

过多次分析研讨，确定了一个中外各占一半的四卷本规制。中国古代卷从先秦一

直到晚清，中国近现代卷则从辛亥革命至今，西方古代一近现代卷从古希腊至 19 世

纪末，而 20 世纪单独一卷为西方当代卷 。 这套书的编撰工作，从选文到形成文献系

统，再到每篇文献的导言，各位编者都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除中国古代卷考

虑到国学特点而体例较为特殊外，其余三卷均按同样格式编辑。每本书有各自的

序言，反映了编者对所选文献的理解和看法，并对相关重要问题作出界说。每篇文

献又撰写了简短的导言，提纲苹领地介绍作者和文献，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中国

古代文献需仔细校注，而西方文献还需翻译，特别是西方当代卷，约请了国内不少

著名学者参与翻译，这里我作为总主编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

我相信，本书的面世，对千我们深入思考艺木学理论（或艺术理论），对于我们

把握这门学科的性质、对象、历史和方法，甚至对于课程教学和学生培养，都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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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积极的作用 。 我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为中国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提供某种助

推力，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理论 。 当然，在这个项目即将画上句号 时，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本书的编辑仍有不尽人意之处。 此书的刊行为更多的读者检

视和批评此书提供了机会 ， 我们期待着各路方家提出自己高见，为今后本书的修订

提供宝贵意见。

周宪

2014 年 4 月

2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序 言

选编一本 20 世纪西方艺术理论的书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也极富挑战性 ！

首先， 20 世纪是一个知识生产爆炸性发展的世纪，浩如烟海的大量文献被制造

出来。这就带来一个如何选和选什么的难题。其次， 20 世纪虽只有 100 年，可不同

的时期却有完全不同的议题和热点，哪些时段需要关注和强调呢？这个问题也不

容易解决。再次，艺术理论本身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哲学 、 美学、艺术史、各

门艺术研究、艺术批评、文化研究、视觉文化等诸多学科 ， 都不同程度介入了艺术理

论的知识生产，于是 ， 如何在诸多知识系统 中选择有关文献也是困扰编者的一个问

题。英国艺术史家波德罗在考察了艺术史研究后曾颇有感慨地说，尽管历史上出

现过各种“系统”的艺术理论 ， 遗憾的是没有一种”系统“理论可涵盖学者们丰富多

彩的兴趣。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短处。这倒是给了编者逃脱选编局限的理由，

因为出于同样的道理，任何选本”系统”都不可能汤盖百年所有文献。或许有理由

在这里提出另一个看法，任何选本都不过是编者所关注的特定语境中的特定问题 。

进一步顺理成章的是 ，选编者的问题意识或学术兴趣在选本的篇目遴选中起到很

大作用。

那么，这个选本反映了哪些问题意识和学木兴趣呢？在我看来， 20 世纪西方艺

术理论作为一种学科建制，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首先，在学理上 ， 有一个

关于艺术理论及其相关学科的讨论。这个问题在国内也存有争议 ， 20 世纪西方学

界如何讨论的，本书选了一些篇什。其次，现代主义与先锋派。现代主义作为西方

艺术史上的 一个特殊阶段 ， 呈现 出 许多前所未有的特征 ， 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复杂

性 ，选入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献。再次 ， 艺术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联，也是一个热门

问题。虽然形式主义是 20 世纪艺术理论主潮之一 ，但强调社会史的语境化思路却

总在左右着艺木理论，甚至形式主义本身也是特定语境的产物。再其次，艺术体制

和艺术史。自文艺复兴以降，西方艺木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各种各样的体制，尤其

是博物馆，它成为艺术存在和历史展示的重要载体 ， 艺术 史就依附在博物馆体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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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此，对艺木史的研究便彰显出博物馆体制的重要性 。 最后，回到艺术品分析

的基本面上，图像—符号或风格问题是一个艺木理论思考的基本点。

一、艺术理论基本问题

记得英国学者威廉斯说过 ，在英语中有几个词最麻烦，“文化”即如是 。 其实，

“ 艺术理论 ”这个概念也多少有点这样的麻烦。撰写了皇皇三大卷《艺术理论》的以

色列学者巴拉什，在其出版 10 年后的新版序言中写道：在现代有关艺术问题的讨论

中 ， 有少数几个词语或概念非常含混 、 很不明确 ， 伴随着如此之多的误解和偏见 ，

“艺术理论”( theory of art ) 就是其 中 之一 。。 国内学界也充满了有关艺术理论的争

论 ， 据我观察 ， 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会根据各自的优势资源强调不同看法。 在综合

性大学从事美学、文学 、哲学或文化研究的学者 ， 多主张有一个总体性的艺术理论 ，

它是各门艺术研究的基础理论；而来自专业艺术院校从事具体艺木门类实践或研

究的学者 ，则强调只有各门艺术理论（绘画理论或 音乐理论等） ，因而并不认同有一

种更高层次的一般艺术理论。双方各执一隅 ， 争执不下。

其实 ， 我们大可不必去论证有无艺术理论的学科建制存在，关键要看我们面对

艺术时碰到何种问题，需要何种理论武器。因此，我认为艺术理论的争论不应是有

无或是什么的讨论，而应转向怎么做和做什么的分析。我们知道 ， 艺术的本性是抗

拒任何理论解释的。理论是对规则的发现与应用，可艺术却生性反叛 ， 不服管教 ，

刻意求新 。 于是 ，理论与艺 术之 间 总有无法缓解的张力，这就是艺术史以及艺术理

论史研究的一个诱人之处 。 可以有把握地说 ， 艺术理论的发展演变动因主要来自

艺术实践，正是因为艺术发展了，提出了新的问题，所以艺术理论才跟着发展变化。

当然 ， 相反的情况也存在， 那就是艺术理论提出的新观念影响了艺术家 ，推 动了他

们的艺术创新。

我们看到 ， 西方艺术在 20 世纪似乎加剧了理论与艺术直接的紧张关系。艺术

家不断地挑战艺术理论 ，艺术理论家则疲于奔命地回应这些挑战。所以，无论艺木

还是其理论在 20 世纪都呈现 出极富 变化的特征。 20 世纪初杜 尚的《泉》以现成物

颠覆了关于艺术的观念。到了 60 年代， 一大批后现代艺术家以更加激进的方式进

行反叛，使得艺术理论几乎成为无用之物 。 1 965 年加拿大举办 一个雕塑展，沃霍尔

Q) Moshe Barasch. Theories of Art, From Plato lo Winkelmann (London, 2000), p. x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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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的《布里洛盒子》被运进加拿大时，在海关遭遇到麻烦。根据加拿大法律 ，只有“原

创性的“艺术品进关是免税的 。海关官员在看到《布里洛盒子》时，坚持认为它不属

于“原创性的“艺术品，所以 必须缴纳关税。此事惊动了当时的加拿大国家美木馆

馆长 ，请他来评判，遗憾的是此公亦认为看不出这玩意儿哪里像是艺术品 。 这个例

子比起杜尚的《泉》更复杂也更具启发性 ， 它不但涉及到艺术圈，而且涉及到其他制

度层面 以及与艺术圈的复杂关系。海关官员、美术馆长和策展人，三者身份不同、

背景迥异，于是关于《布里洛盒子 》是什么便难免有分歧。试想一种可能性，如果国

家美术馆馆长认定《布里洛盒子 》是艺术品 ， 那么海关官员的判断或许就没那么理

直气壮了 。但问题在于 ， 为何美术馆长和策展人同为艺术圈内人 ， 却存在着如此悬

殊的见解呢？由此可见，何谓艺术或艺术品的问题乃是困扰着艺术理论的首要

难题 。

.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哲学家丹托发明了一个概念 “艺术界”(artworld ) 。 他

认为：“将某物视作艺术需要某种眼睛看不 见 的东西 一种艺术理论的 氛围 ，一

种艺术史的知识，亦即艺术界 。”(D丹托的说法看似简单，却揭开了艺术及其历史的

隐秘事实，那就是艺术或艺术品的成功运作，都需要有某种理论的证明和解释，就

像政治统治的成功运作需要有政治理论的合法化论证 ，法律制度的成功运行需要

有法律理论的合法化论证，经济改革的成功运作需要有经济理论的合法化论证一

样。更重要的是，作为人文学科一部分的艺术理论，其功能是对艺术作品及其活动

意义的阐发，艺术品作为一种意义的载体，它只有在具体的交往情境 中向 受众传递

出特定意义才具有存在的价值。而这种意义的阐发就有赖千艺木界 一种艺术

理论的氛围或一种艺术史的知识。时隔 20 多年后，丹托又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说法，

更加精确地把艺术界或艺术理论界定为关于艺术“诸种理由的话语“(the discourse 

of reasons) 。他认为：

艺术品是符号性表达，在这种符号表达中它们体现了其意义 。 批评的意

义是辨识意义并解释意义的呈现方式 。 照此说法，批评就是某种有关理由的

话语，它参与了对艺术体制理论的艺术界的界定：把某物看成艺术也就是准备

(D Arthur Danto, "The Art World, " Carolyn Kormeyer, ed, Aaesthetics , The Big Question (Oxford, 

1998 ) .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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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按照它表达什么及它如何表达来解释它 。 0)

假如我们认可丹托的这一说法，那就意味着艺术理论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艺术界里，各式角色都参与了这种“理由话语”的生产，从批评家到美学家，从艺

术史家到策展人，从画商、经纪人到收藏家，还有各种艺术教育体制中的从业者。

诚然，理论并不一定是那些坐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哲学家的专利，它就在艺术的具

体运作的各个环节和过程中出现并发挥作用 。 正是基于这一看法，我们遴选了一

些不同时段的有关艺术本体论的篇什，其中有德索的《静观艺木品》，贝克尔的《作

为一种集体活动的艺术》，丹托的《再论艺术界：相似性的喜剧》，南希的《今日艺术》

等文章，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究了艺术的本质，也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答案 。

和艺术自身的嫂变一样，艺术理论也是在历史长河中发展的。用丹托的话来

说，有关艺术的“理由话语“在不断地演变。今天的艺术概念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

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史地看，文艺复兴时期是现代艺木系统逐步形成的

重要时期，在德、法、英、意等国，这一时期告别了中世纪的宗教一统天下，世俗化和

艺术发展同步进行。用文化社会学的观点看，现代艺术乃是宗教与世俗文化分家

的结果，对此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著述中有深刻的论断。©本书所选的一篇重要叉

章是德裔美国古典学家克里斯特勒的《现代艺术体系》，依据作者的考据，直到文艺

复兴时期，艺术的概念还泛指技艺和科学等诸多方面，当然包括绘画、雕塑和建筑

等视觉艺术，在 16 世纪时才逐渐摆脱手工艺聚焦于“美的艺术”。这里，一个有趣的

问题出现了。依据常识性的看法，关于艺木“理由话语“，理应由那些专事于艺术研

究的学者依据专业艺术家的实践活动而形成，比如 ，社会学家鲍曼在讨论文艺复兴

至启蒙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时，就曾指出，这些专门家的理论论断确立了

美的价值标准和艺术鉴赏的原则 ，因此他们 扮演了一个文化或艺术的“立法者”角

色卢 但克里斯特勒的发现则完全不同，依据他的考证和文献分析，有关艺术的“理

由话语”来自于这一时期由一些外行写给外行的有关艺木的论述，这才是现代艺木

体系及其理论确立的真相所在。外行写给外行的著述成为现代艺术及其理论（理

CD 参见本书丹托：《再论艺术界：相似性的喜剧 》。

＠参见韦伯：《宗教社会学》第 t1 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 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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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由话语）的莫基石 ， 这一发现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 不过就看你如何认定“外行“

了。在现代艺术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物法国神父巴托，他的一篇《归 于单一原

理的美的艺木》一文 ， 被认为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美的艺术“这一现代概念 ，区 分了

迥异于实用的和机械的艺木的五种美的艺术（音乐、诗歌、绘画、戏剧和舞蹈） 。。所

以克里斯特勒认为，“现代美学在业余爱好者批评中的根源，将大大有助于解释艺

术作品何以直到最近还要由美学家们根据观众 、读 者和听众的观点来分析 ， 而不是

根据创造性的艺术家的观点来分析＂ 。＠ 换言之 ， 最初的艺木 “理由话语＂的生产者

是业余者，他们生产这些话语也是为了业余者 ，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现代艺木进行

论证的根据并不是依照专业艺术家的看法，而是广大的艺术受众 。 此种看法带有

很浓重的接受美学意味。它 与丹托所设想的“艺术界“理论截然不同 ， 后者强调艺

木圈内高度体制化的专门家的作用 。当然 ， 站在今天的立场看 ， 丹托所描述的情况

也是属实的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协调两种判断 ， 1 8 世纪现代艺木体系形成时，高

度体制化的艺术专门家尚没有占据核心地位。只是到 了现代主义阶段之后 ， 他们

才形成艺术界并真正发挥作用。接下来的问题是 ， 为什么今天专冢的角色如此重

要？为什么当代艺术对普罗大众敬而远之？ 当代公众对当代艺术到底有何影响？ 一

切都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了 ！ 读 一读 哈贝马斯早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晚

期的《 现代性 ： 一项未完成的规划》，分明可以汪意到这个转变 。 前者讨论了 18 世纪

公共领域形成时各类角色的参与及其贡献，而后者则明确指出随着现代性的分化，

人类文化 已经区分为认知—工具理性、道德一实践理性和审美—表现理性三大领

域 ， 古典时代的真善美一体如今已分道扬镇了 ， 而这些领域如今则高度体制化了，

并由不同的专家们处理各自的问题 。 © 这不妨视作对艺术界理论的又一种佐证。

现代艺术理论一方面要面对艺术是什么的难题 ， 另 一 方面又要回答艺木理论

自身 的学科性问题。如果说现代艺木系统的确立是在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一时

期 ，那 么 ，现代艺术理论的确立相对晚一些，也复杂得多。艺木史和美学作为艺术

CD Abbe 氐tt eux, "The Fine Arts Reduced to a Single Principle , " Su~an Feagin&,. Patrick Maynard, 

eds.. Aesthetics(Oxford, 1'J97) , pp. 102 - 105. 

~ Paul Kris teller, "The Modern System of the Arts," Susan Feagin &. Patri ck Maynard. eds. . 

Aesthetics , p. 101. 

CD Jurgen Habermas, "Modern ity, An Incomplete Project ," http , //www. postcolonial. net/ @Backfile/ _ 

entries/ 4/ file--pdf.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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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两个相邻领域，前者从瓦萨里到温克尔曼再到黑格尔，后者从鲍姆加登经过

康德到黑格尔，可以说巳趋向成熟 ， 可是艺术理论这个介于艺术史和美学之间的家

伙却是一个媚媚来迟者。更有趣的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史和美学的关系总是剪不

断理还乱 。 帕诺夫斯基的《论艺木史和艺术理论的关系：向艺术科学基础概念体系

迈进》是一篇经典文献 ， 看起来是一篇论争性的文章 ， 其实涉及到艺术理论诸多重

要问题 。 他在文中使用了三个重要的概念 ： 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科学。如果我

理解不错的话，艺术科学（即艺术学）包含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两个分支。作为“物的

科学”，艺木史是一种历史—经验性的研究，所面对的是一些具体的艺术现象。但

艺术史的研究不是空穴来风，它有赖于一些必不可少的解释工具 专门概念。

比如风格上的古典风格 、 哥特风格或巴洛克风格等 。 由此帕诺夫斯基进入了艺木

史与艺木理论关系的讨论。在他看来，艺术史的专门概念源自一些基础性概念，后

者正是艺术理论所以存在的理由。深受德国哲学传统的濡染 ， 帕诺夫斯基提出了

造型艺术史的二元基础性概念框架（详后） 。 那么，何为基础性概念呢？其基础性

源于以下三方面 ，”其一，它们具有先验效力，对于理解艺木现象来说既适用又不可

或缺；其二，它们不涉及非显性对象，而是涉及显性对象 ； 其三 ， 它们将其所下属的

专门概念构成某种系统的关联＂。。 第一方面说的是基础性概念自上而下的本源

性，第二方面说的是其解释对象 ， 第三方面说的是它与专门概念的结构性关系。所

以艺木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对艺木史的研究具有指导性。在帕诺夫斯基眼中 ， 艺术

史和艺术理论的关系颇有些像德国美学中的经验美学和思辨美学的关系，前者是

自下而上的，后者是自上而下的。他特别关注两点 ， 其一，艺术史有赖于艺术理论

的支援，离开艺木理论艺木史将不复存在；其二，艺木理论的概念体系的建构所涉

及的是整个艺术学科中最基础性的工作，有些基础性的问题并不一定对应于具体

的艺术史史实，但是，这样的理论研究仍具有自身的重要性。看起来，帕诺夫斯基

的思路和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有点相近，他的艺术理论概念系统和基础问题，与韦伯

的“理想类型“观念很是接近 。 有趣的一点是，帕诺夫斯基相信，艺术理论的基础性

概念是成双成对构成的，虽然二元概念并不一定符合艺术史的史实，但二元两极性

是很重要也很有用的 。 这一想法与韦伯强调说理想类型并不是事实的描述一样，

它们更带有理论思辨的抽象色彩，恐怕是受到了德国思辨传统的影响。具体说来，

CD 参见本书帕诺夫斯基：《论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关系：向艺术科学基础概念体系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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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帕诺夫斯基认为，艺木史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就是“艺术意志” ｀ 它具体转化为两个基

础性的概念关系 “体”与”形＂，由此又 关涉另外四对重要概念 视觉对触觉 ，

深度对表面，整合对分立，时间对空间 。这五对基础性概念延伸开去，就可以进入

艺术史的各种专门概念了 。 其实，帕诺夫斯基的二元基础性概念 的路径是德国许

多艺术理论家和艺术史家的路数，比如沃尔夫林，他就是确立了＂线描”与“图绘“两

极概念，发展出博大精深的艺术风格解释系统 。 CD 贡 布里希将这类方法称之为“艺

木批评的两极法”产 帕诺夫斯基最终得出了三个重要的结论：第一，由艺术理论发

展出基础概念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又发展出专门概念体系 。 各种艺木问题最终

都可由一个独特的根本性问题推导而出 。这显然是 一种思辨哲学系统传统。第

二，艺术史是借助于暗示性或演示性概念描述出艺术作品的感性特质 ， 但必须以各

种艺木问题为指向，只有艺术理论而非艺术史｀方能理解这些艺术问 题，并在这些

问题中提炼出种种艺术概念。第三 ，作为一门阐释性学科， 艺术史以理解“艺木意志 ”

为目标 。 经验研究与艺术理论统一方能构成艺术科学，旨在明确、系统地揭示出艺术

作品的感性特质同种种艺术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 。 这里 ， 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艺术理

论在艺术学科中的核心地位。

二、现代主义与先锋派

照一些史学家的看法，历史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最短 的现象是所谓“时

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这一现象的生动 描述 ；更长的时 段是百年或世纪 ，

西方文化中的“世纪病”或“世纪末忧患“亦即此谓；第三种形态无法用时间长度来

度量，叫作文化的“灾变”，它剧 烈地脱离了原有的传统 ， 甚至以反传统的立场出

现卢 现代主义或先锋派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 。 本书选择的一些篇目就与此问

题有关，如奥尔特加的《 艺木的非人化 》 、泽 德迈耶尔的 《 艺术的分立汃格林伯格的

《 现代主义绘画 》、比格尔的《先锋派与新先锋派》等。

奥尔特加身处现代主义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注意到当时的“新艺术”有诸多有

别于传统艺术的特征。他曾风趣地说到，如果说一个 19 世纪的青年人会爱上蒙娜丽

O 参见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 参见贡布里希： 《规范和形式》 ， 范景中选编· 《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89

年版 。

＠ 麦克法兰等编：《现代主义 》，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1 992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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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那是很自然的；但一个 20 世纪的青年人决不会爱上毕加索的＂镜前少女”。为什

么？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他发现“新艺术”有某种“非人化 ”( dehumanization ) 倾

向。这是一个复杂的描述性概念，主要意指从表现主义到立体主义到抽象主义的

艺术潮流 ， 彻底抛弃了摹仿论和写实传统，刻意创造出一个陌生的艺术世界。如果

说过去的艺术无论怎样创新，最终会被大众接受而流行的话，那么，“新艺术”注定

是不通俗和不流行的，大众看不懂也不喜欢 。 于是，艺术便从传统的团结社会民众

的功能物，转变为一种社会分化的媒介，“新艺术“把人们区分为理解它的少数和不

理解它的大多数。他写道：“现代艺术总有一个与之相对立的大众，因而它本质上

是无法通俗普及的，更进一步讲，它是反通俗普及的 。 任何现代艺术作品都自发地

对一般大众造成了某种好奇的效果。它把大众分为两部分 ： 一是小部分热衷于现

代艺木的人，二是绝大多数对它抱有敌意的大众。因 此，艺术作品起着社会催化剂

的作用，把无形的民众分为两个不同的阶层。吨）这倒是可以解释上面我们追问的那

个问题，即为何民众对当代艺木既隔膜又难产生影响，反倒是专家作为解释者变得

越来越具有影呴力。在奥尔特加看来，非人化是现代主义艺术的主要特征，由此引

发出一系列次要特征 ， 诸如避免逼真形式、为艺术而艺术、反讽、游戏性等。现代主

义艺木所以迥异于传统艺术，其根源在于对传统文明的敌视。怪不得现代主义艺

术家会如此激进和具有颠覆性，“灾变”在所难免 ！

从奥尔特加对“新艺术”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症候。“非人

化＂的趋势揭集了艺木的现代性与古典性（传统性）的对立。如果说传统艺术有着

社会和谐的功能的话，那么现代主义艺术则起到了分裂社会的作用。整合与分立

不仅反映在奥尔特加所说的层面，还广泛地体现在艺术自身。从社会学角度看，社

会和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可以说是一个分化的过程，韦伯关于宗教与世俗的区分，以

及主要价值领域的区分的论断清晰地揭示了这个特征。那么 ， 艺术又是一幅怎样

的图景呢？泽德迈耶尔和格林伯格殊途同归地指出了现代艺术的分化进程。作为

“维也纳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泽德迈耶尔认为西方现代艺术的演变其实是一个

不断遭遇危机的过程，其特征就是所谓的“中心的丧失＂。在这个过程中，艺术通过

不断地追求自身的纯粹化而获得了艺木的门户独立 。 通过一种他所说的 “结构化

研究”，他发现了古典艺木和现代艺木的一个重要差异 ： 古典艺木是整合的艺术，而

(D 参见本书奥尔特加： 《艺术的非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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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现代艺术则是分立的艺术。比如 ， 古典艺木中，一幅画或一座建筑或一尊雕塑 ， 其

实都是一个更大的艺木结构中的要素，它们并不是彼此独立存在的。比如米开朗

基罗的《创世记》就是西斯廷小教堂建筑的一部分 ， 它融汇在这个建筑里 ，与其他艺

术、建筑构件甚至室外园林构成一种呼应的整体关系 。 但是，现代艺术则摒弃了这

一整体的结构性，彼此独立发展，建筑 、 园艺、装饰、雕塑和绘画都相继自立门户 ，每

一门类又都发展出各自的规范和价值 。 泽德迈耶尔认为 ， 各门艺木所以会彼此分

立，动因在于各自追求属于自己的纯粹性，排除来自其他艺术的影呴或效果。比如

绘画一方面与雕塑和建筑分道扬镜，另一方面又强调纯粹性形成了绘画内部的分立，

比如油画不同于素描，各有其纯粹性，像单纯的素描纯粹性就是纯粹的线描 ， 排斥－

切色彩的、块面的和立体的造型（如马蒂斯或克利等） 。 今天，我们确实看到绘画、雕

塑、建筑、装饰和园艺这些原本整合在一起的艺木，彼此分立各有其审美特征和价值。

所以泽德迈耶尔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古典艺术是彼此“整合的艺术”， 现代艺术则是

各自“分立的艺木＂。这一敏锐的发现深刻揭示了现代艺术的特点 ， 各门艺木独立发

展，技艺更加专门化，建筑家 、雕塑家、画家 、装饰设计师 、 园艺师都是专门的职业，甚

至画家中还可以细分为油画家、素描家、水彩画家等 。 如此分立的现状一方面使艺术

家的技艺更加专业 ， 另一方面也终结了叉艺复兴时代达 · 芬奇那样的全才再现。

格林伯格不知是受到泽德迈耶尔的启发还是自己发现，从另一个角度对现代

主义绘画作了相近的解释。他认为现代主义绘画的真正鼻祖应该是康德的自我批

判理念。基于这一理念，现代主义绘画不断地反省自身 ， 逐渐意识到文艺复兴以来

绘画依据透视的发明 ， 不断地和雕塑竞争去表现空间深度幻觉，因此而误入歧途。

其实 ， 绘画本身是一个二维的艺木，表现深度只是二维平面上的某种幻觉，它永远

无法和雕塑 、建筑这样的三维空间艺术比肩 。 于是，回到二维平面性是现代主义绘

画命中注定的归宿 ， 意识到这一点也是现代主义绘画自我批判的结果。这一理论

说的是绘画与雕塑的分家 ，虽 然论证的角度和泽德迈耶尔不同 ， 但结论非常相近。

格林伯格的理论也可以参照奥尔特加的“非人化“理论来理解，“非人化”也就是抽

象化，也就是绘画自身的纯粹化，如格林伯格所言，”三维性是雕塑的领地。为了自

身独立自足，绘画巳放弃了与雕塑共享这一特征 。 在此我重申一遍 ，正是在这种排

除再现或 ｀ 文学性 ＇的努力过程 中， 绘画使自己变成抽象”。© 在我看来，现代主义绘

O 参见本书格林伯格： 《现代主义绘画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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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这个转变其实就是从表现什么向怎么表现或表现自身的转变，所 以格林伯格

认为 ， 转向绘画的平面性使画家们不再追求绘画表现的内容和逼真性 ， 而是转向了

绘画的媒介 自身 ， 转向色 、 形 、 线的表现力。结果是绘画回到了绘画自身。当绘 画

不再受制于所再现的对象时 ，画什 么都可 以就使得绘画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 正是在

这个路径上 ， 我们才会看到马列维奇《 白色上的白色 》或《黑色方块》那样的极端纯

粹和绝对的画作 。 如果说以往是因为追求深度 逼 真幻觉 而遮蔽了绘画的媒介的

话 ， 那么 ， 现代主义绘画则 打破这一禁忌而径直把绘 画形式和媒介特性凸显出来 。

格林伯格的结论是 ： “自身批判就变为这样一种 工作，即保留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效

果，而抛弃来自其他艺术媒介的效果 。 如此一来 ， 每 门艺术将变成｀纯粹的＇，并在

这种 ＇ 纯粹性 ＇中寻找自身质的标准和独立性标准的保证。 ｀ 纯粹性＇意味着自身限

定 ， 因而艺木中的自身批判剧烈地演变成一种自身界定 。 ”@

回顾一下 18 世纪法国学者巴托对五种 美的艺术的界定 ， 今天艺木各自为阵各

说各话的情形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 ， 恰如泽德迈耶尔所预言的，“整合的艺术”的

丧失 ， 是否意味着艺术 中某些根本东西的丧失呢？艺术理论如果不是门类艺术的

理论 ． 就必须考虑各门艺术的普遍性和相关性 问 题 。 在这方面，阿 多 诺的理论有所

思考 。 阿多诺所提出的问题是 ， 从哲学高度看 ，各 门艺术之间差异后面有无某种共

同的可转化的统一性？在古典艺木理论中 ， 这种统一性曾经是许 多 理论家和批评

家看待艺术的 出发点 ， 现代主义的分化使得艺木大有分崩离析的势头 ， 但阿多诺坚

信 ， 这种统一性仍暗含在各门艺术的表面差异背后 。 他通过时间和空 间 的转换关

系 ， 通过书写和符号的相关性考察，说明绘画和音乐这两门相距甚远的艺术，其实

存在着彼此相通的艺木统 一 性 。 参照泽德迈耶尔的理论来解说 ， 虽然各门艺术自

立门户不可避免 ，但是各门 艺术所以为艺术（巴托的现代意义 上 的“美的艺术 ”[fine

arts] ）， 乃 是 由于这种内在的 统 一性使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 艺术理论不但

是可能的 ， 而且是必然的。还是中国那句老话说得好 ：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 ” 艺术

理论作为艺术的 一般理论 ，既要考量艺术的分化 ， 更要给各门艺术提供方法论和概

念 ， 于是，艺术内在统一性不但是艺术自身的规则，也是思考艺术的方法论。问题

是 ， 这种关于艺木统一性的思路是否属于 比较传统的思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来

考虑，分化是艺术现代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不但是每门艺术 自 立门户了 ， 甚 至 就

CD 参见本书格林伯格： 《现代主义绘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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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门艺术内部，还会进一步出现内部的 分 化 。 比如泽德迈耶尔所指出的油画和

素描的区 分，甚至在素描中又发展出极端形 式 的线描 。 还有艺木史家发现，在现代

主义绘画中 ， 不同的艺木派别追求不同的艺术效果，因为它们将绘画的不同要素夸

大和分离 。 比如印象主义把绘画的色彩与 光 的变化强调到极端的境界 ， 而立体主

义则把形和面彰显出来，超现实主义着眼于绘 画的主观性体验和梦幻 。 这些都可

看作是引发现代性分化的另一个侧面 。

三、艺术与社会

以上我们讨论了艺术的现代演变，尽管 有 不 少人相信这些演变是内在地发生

的 ， 是艺术自身的某种逻辑或动因（如里格尔的“艺术意志”)推动的 。 但是 ， 大量事

实表明，艺木从来不是一个自在自为的封闭领 域， 它 总是这样那样地和种种社会现

买密切相关 。 基于这一视角 ， 对艺术的考量和解释就有必要纳入社会语境来参照，

这就是艺木史论中的社会史或社会理论传统。本书选择 了一些这方面的重要篇

什，其中有福西永的《艺术与大革命 》、豪瑟的 《 关于“为艺术而艺术 ”汃克拉克的 《论

艺木的社会史 》等 。

自文艺复兴以来 ， 西方现代艺术一直处于现代性 的诉求中 ， 各种各样的革命和

动荡时有发生，所以艺术一直处于现代性的“大璇 涡 ”之中 。 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

话来说 ：＂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 ”。用 社会学家鲍曼的话来说 ， 现代社会越

来越具有“流动性”或“液态性” 。 因此 ， 克里斯特勒 所说的现代艺术系统就是在“流

动的 “现代性洪流 中 形成的，艺木本身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激变 。 每一次革命不但

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形态 ， 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艺术的特性 。 法国大革命与新古典

主义画家大卫的关系就是福西永着力讨论的问题。尽管新古典主义的形式和风格

仍在延续 ，可是绘画的主体和意义却发生了 激 变， 艺 术进入革命，革命亦进入艺术 。

改变了的道德生活也在改变着艺木生活 。 “大卫投身于大革命当 中 ，他把它当作必

要的荣耀来迎接 ， 同 时， 大革命也让他感知人和画家 。 大革命把大理石的英雄投入

到生活和行动之中 ，不是他认为的为达目的的一出表演 ， 一出艺木的戏剧作品 ， 而

是被认为沉睡在博物馆和 书本中的人性 。 他所画的或他想画的典范、道德进入街

0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 972 年版，第 25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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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基本文献一一－西方当代卷

道，颠覆王权，向人民训话。 ”@20 世纪更是一个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艺木在扮演先

锋派角色的同时 ， 不音是在和革命互唱互和一首现代性的赞歌。

有趣的是，当革命在改变艺术的同时，艺术自身也在发展出一些抵制或远离革

命的倾向 ， 所谓“为艺木而艺术”就是这样一种思潮 。 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倾向的

分析会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豪瑟从唯物史观和艺木社会学角度审视这一问题，他

虔信艺木不 只是为 艺术，真正的艺木应是一种“本真的艺木＂ ， 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豪 瑟写道 ：“本真的艺术就必然会指向现实，不少最重要的艺木更是直接讨论人的

存在，坦然面对人生的种种真实难题和任务……本真的艺术作品从一开始就旗帜

鲜明地拌击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欺和幻觉 …… （它）要回答

同时代的种种人生问题 ， 理解催生出这些问题的社会环境。如何从人生之中发现

意义？我们又如何才能加入到这种意义之中？ 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中，我们如何

才能活得有尊严？活出个人样来？心）今天重温豪瑟的话别有一番感悟 ，在 当下中国

高度消费和娱乐化的文化中，“本真的艺术”已炭炭可危。诚然 ，在艺术的现代性危

机中 ， 与“为艺术而艺术”对应的另一种危机乃是艺木的高度或过度政治化，这样的

艺术说到底也不是“本真的艺术” 。 用本雅明的概念来说，现代艺木存有两种形态：

美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美学化 。 在他看来， 美学的政治化是必要的，而政治的美学

化则是危险的，他从纳粹法西斯的艺木说教中瞥见了这一危险。但是 ，阿多诺也从

另一个角度论证”为艺术而艺术”的合理性 。 他发现，在一个总体管理的资本主义

社会中 ，在一个资本逻辑无孔不入的文化中，艺术要对社会有所助益 ， 就不得不远

离它 ， 站在它的对立面，于是，”为艺木而艺木”作为一种姿态也就扮演了某种鲜明

的批判角色 。 看来，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在 20 世纪委实是一个难以厘清的问题。

总体上看 ． 西方艺木理论在 20 世纪始终存在着两种鲜明的主导倾向 ： 去语境化

和再语境化。前者构成了审美的形式主义 ， 尤以德语艺术史论为其系统表述 ，诸如

瓦堡学派、沃尔夫林学派和维也纳学派等 ； 后者则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代表，以及形

形色色的艺木社会史论 ，这一倾向在晚近又和广泛兴起的女性主义 、性别 研究 、 后殖

民主义 、 后现代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合流，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实用主义理论。这

两种理论相互批判，彼此抵触，由此构成了 20 世纪艺术理论不和谐的主旋律。

Q) 参见本书福西永 《艺术与大革命 》。

＠ 参见本书豪瑟： 《关于“为艺术而艺术”》。

12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克拉克恪守再语境化的艺木社会史方法，他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人们对特定时

代的艺术的反应决不会是一样的，不同的阶级或集体当有不同的反应。因此他力

图证明一条艺术社会史的基本原理，即任何艺术形式与现存的视觉表征体系，与现

行的艺术理论，与其他意识形态、社会的不同阶层 、 阶级，乃至更普遍的历史结构和

过程之间 ， 必定存在着复杂的联系 。 割断了这一联系也就割断了艺术史赖以存在

的语境，艺术史的研究也就成了无所依托的空谈。他以法国写实主义画家库尔贝

为个案，通过深入剖析库尔贝的艺术实践 ，通过对其现实主义与当时语境的复杂关

联 ， 有力地揭示了 艺术是如何在特定语境中形成、运作和演变的。对库尔贝的 艺术

社会史分析虽然只是一个局部性的说明 ， 但是克拉克的整个经典个案俨然 巳成为

当代艺术理论的 一个社会史研究范本 ， 深刻地影响了艺术理论的当下发展 。

艺术的社会语境分析非常复杂，除了从政治角度所作的审视外 ， 还有两方面的

关联值得关汪 ，一是艺木与商业的关系，二是艺术与技术的关系 。前一方面，本书

选了克劳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美术馆的文化逻辑 》、马蒂克的 《 艺术与金钱 》；后一方

面，本书选了布洛赫的《论机械时代的造型艺术 》 、 鲍德里亚的《濒临消亡的艺木 》。

克劳斯关心的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博物馆依照何种逻辑来运作？她从美国

极简主义艺术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入手 ， 发现了资本是如何影响博物馆以及艺术发

展的。博物馆的重要使命是重建并呈现艺术史 ， 但在当代社会博物馆却又不得不

屈从于资本的法则，以至于今天的博物馆与其说是一个艺术的场所 ， 不如说更像是

一个市场，市场的种种法则都在博物馆的运营中鲜明呈现出来 。 她还注意到 ， 美国

极简主义艺术迥异于传统绘画，它更多地受到当代技术的影响 ， 特别是它颠覆传统

绘画手工艺技术以及原作本真性 ， 不断通过技术复制创作出同一件艺术品的多件

仿真的复制品，一方面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商品，另一方面又改变了艺术品原作本

真性观念。 “极简主义进行了种种颠覆 ： 它处理或致力于生产那种新的碎片化和技

术化的主体；它构建的不是体验本身 ，而是把美术馆的其他一些令人愉悦的晕眩感

觉建构为超空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极简主义的这种颠覆式建构利用了 总

是潜藏于其内部的东西。但是这种颠覆也发 生在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刻。那是

1990 年，在美术馆本身 正如何被重新规划或重新定义方面，这种颠覆与发生的强大

变化实行了 共谋 。 ” Q)如果说克劳斯的分析着眼于当下的话，那么，马蒂克的考察则

CD 参见本书克劳斯：《晚期资本主义美术馆的文化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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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基本文献一—西方当代卷

是一种历史性的分析 ， 把读者带回到文艺复兴后期，中经启蒙运动一直到 19 世纪，

他一路数来，分析了现代性进程中艺木如何从摆脱赞助人体制中发展 出唯审美价

值的种种主张，直至 1 9 世纪后期金钱如何渗入艺木领域并逐渐征服了艺术 。 这个

过程既是艺木的现代发展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的上升过程。一个特别 有趣的现象

是 ，启蒙运动前后，荷兰 由于成为商业高度发达的 资本主义社会 ，世俗生活的绘画

广泛进入艺木家视野 ，并逐步形成了发达的 艺术市场。 回到艺术史上，当时的英法

主流艺术家和批评家却对荷兰的世俗生活的绘画嗤之以鼻 ， 他们力 主当时的荷兰

绘画是豪无价值 的，充满了商人式的铜臭与市场导向的庸俗。假如我们把荷兰绘

画看作是顺应资本主义发展和艺术市场形成趋势的一种现代艺术反应，而把英法

批评家的理论主张视为与之对立的另 一种反应 ， 那么显而易见，艺术 中的现代性其

实充满了内在的张力 ，蕴含着两种全然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今天 ，如果我们客观

地看待荷兰画派这一时期的作品 ， 恐怕不会完全同意英法批评家愤世嫉俗的批判 ，

因为后来的英法等国的现代艺木的发展 ， 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强盛 而走上了相同的

道路 。 荷兰世俗绘画的演变至少说明 ， 金钱和艺木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它既有遏

制艺木自由和创造性的一面 ， 又有促进艺术发展并给艺术家以更大发展空间 的一

面 。 马蒂克指出了艺术与金钱的一系列复杂矛盾关系：那些批评家在批评荷 兰绘

画的俗气的同时 ， 大赚其稿酬却丝毫不含糊；资本主义上层社会主张高雅艺术与金

钱无关 ， 可他们收藏艺术品却离不开金钱。马蒂克说得好 ：“尽管审美宣称要独立

于经济领域，但是审美趣味既是从经济领域的特权中衍生 出来的 ，又成为经济特权

的一大标志 。 尽管艺术超越社会现实这种观点为如下两点提供了 自 然主义伪 装

物 ： 真正的艺木诞生于历史进程之中 ； 艺木的审美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 闲

情和教育 ， 但我们巳经认识到了 ，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真相也会为大众所知。 ”CD

现代社会依存于商业社会 ， 同时也衍生于技术社会。 1936 年 本雅明率先讨论

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时隔 近 30 年 ， 他的同胞布洛赫也从另一个层面谈及同

一主题。不同于本雅明对机械复制艺木的乐观主义 ， 布洛赫却对技木的入侵充满

了忧虑与不安 。 他坚信玻璃与钢铁的建筑如今已经充斥在我们的当 下生 活 中，这

是一种苍白和缺乏内涵的功能主义。布洛赫宁愿把表现主义这样的艺术看作是对

机械复制潮流的一种应激反应 ， 因为表现主义关注的不是对象本身 ，而是艺术内在

(!) 参见本书马蒂克 ： 《艺术与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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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性，这恰恰是机械复制所匮乏的东西。布洛赫的基本判断是，机械复制正在

改变我们的自然形态 ， 它遏制主体精神的自由 ． 各种机械复制的技术和手法的引入

巳使艺术面目全非，如同克劳斯在讨论极简主义艺术时所指出的那样。尤其是蒙

大奇手法的滥用，布洛赫读出了蒙大奇的潜在危机 ， “蒙太奇得到了运用，这一个组

合里的零件和要素被置换进了另一个组合，一切完满地合成一体的东西都被打玻

了 ， 取消了，扭曲了。这种置换过去只在怪诞作品中才为人所知，而现在从过去的

图片拼贴（图片蒙太奇）到布莱希特对陌生化手法的突兀运用 ， 都能看到这种置换

的踪影 ＂ 。。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讨论极多的一个主题 拼贴 。 布洛 赫 的忧虑不是

没有道理的 ，在今天全球化和现代建筑的国际风格占领全球的情势下 ， 玻璃幕墙和

钢结构的建筑成为毫无特色和内在生命力的建筑符号，世界各地的空间日趋同质

化，地方性的特色日渐衰微 。 中国城镇化进程已经深受这一同质化倾向之害，本土

地方性的元素被淹没在大量重复和无意义的趋同性建筑符号之中 。

较之于本雅明或布洛赫 ， 鲍德里亚对技术影响的思考来得更加悲观，他观察到

了技术入侵所造成的艺术消亡的可能性 。 这种可能性来自两个方面 ， 或者说是两

个方面的合力造成了这种危险。一方面是技术的飞速发展，艺木巳经被高度仿像

化或模拟化了 ，传统的虚构性在今天高技术条件下日益转变为超现买的仿像 ； 另一

方面是商业对艺术的侵蚀，艺木在当代社会比商品更加商品化 。 技术和商品化这

两股势力的汇合，使得艺术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但是 ，如果说商业对艺术的影响是

显而易见的话，那么，技木对艺术的致命作用则不那 么清晰。鲍德里亚写道 ：“ 比起

市场投机，我们甚至更畏惧以文化的、审美的 术语把一切仿拟为博物馆学

( museographic) 的符号。这就是文化，这就是我们的主导文化 ： 现实的博物馆学再

生产的庞大企业，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所有形式的审美收藏、再仿拟和审美复制的庞

大企业 。 这就是最大的威胁 。 我称它为文化的静电复制。 ，屯）在他看来，这种“静电

复制 ”的文化乃是艺术濒临消亡的征兆，它消解了艺术和非艺术等一系 列 传统的边

界 。 更重要的是，在 一个充满仿拟的世界里 ， 符号的最大功能与其说是再现现实 ｀

不如说是使现实消失 ， 并同时把这一消失遮蔽起来 。 鲍德里亚略带嘲讽地指出，这

种境况就是乌托邦的实现，就是现实与虚拟超现实界限的消亡，在此情况下，艺木

O 参见本书布洛赫． 《论机械时代的造型艺术 》．

＠ 参见本书鲍德里亚：《濒临消亡的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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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亡也就在所难逃了。值得汪意的是 ， 艺术的消亡不是说艺术不复存在，而是说

艺木借种种复制的仿像在仿拟自身中使自身消亡 。 今天 ，我们在艺术甚至 文化 中

遭遇到无数雷同的 、 无原本的大批量复 制， 传统意义上的原创性艺术 日渐式微。黑

格尔 ”艺术终结＂的命题再次被重提，不过这一次是由于技术和资本的严重侵蚀，而

不再是绝对理念的发展逻辑。

四 、 艺术史及其社会体制

丹托的“艺术界”概念 主要 涉及艺术史论的知识建构 ，亦即他强调 关于艺术的

“理 由话语”的建构。但任何理论话语的功能都有赖于相应的社会机制，与其结合

才能发挥作用。我们看到 ，艺术界的运行必须依赖于各种展览 、 收藏、拍卖、分类 等

博物馆（或美术馆、画廊等）社会机制。如果说理论话语本身的探究只是艺术史的

一个层面的话 ， 那么艺术史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表征形式则是博物馆（美术馆）、展

览、拍卖收藏等社会体制，两者相互作用，互为依存 。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艺术史作为一种历史叙述并不只 在 艺术史著述中 ，它更

直观 、更有效的形式乃是博物馆里艺木品的分类 、 陈列和说明，那才是活生生的艺

术史叙述。在当代社会和文化中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如若离开了博物馆，艺术史

如何得以形象地再现。晚近艺术理论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所谓博物馆学，涉及博

物馆（美术馆）如何处理那些复杂的艺术史材料。这里 ，我们既选择了 一些讨论艺

术史理论的文章 ，比如夏皮罗等人的《欧洲艺术史的分期标准》、阿根的《艺术的 历

史性与艺术史》 、 波德罗的 《 艺术史传统再评价 》 ； 也选择了 一 些讨论博物馆体制的

论文 ， 其中有维特克威尔的《20 世纪后期大学美术馆的重要性 》 、 普莱茨奥斯的《艺

术史的艺术》等。这里 ，我们着重讨论一下后 一方面 。

据普莱茨奥斯的研究 ， 博物馆属于被特定社会的艺木界所建构起来的一个话

语空间 ， 它既是一个想象的空间 ， 又是一个叙事 的 空 间 。作为一种体制，它的出现

乃是现代性与民族国家及其文化认同建构的产物，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的

结晶。博物馆与艺术史的关联非常密切 ， 无论从逻辑关系 上说，还是从时间关系上

说 ， 两者都可谓是“李生兄弟”。因此 ， 博物馆志（史）的考察也就是艺木史研究的 一

个独特角度。 博物馆在西方已有很久的历史了 ， 无论是法 国的卢浮宫还是意大利

的乌夫齐博物馆 ，或 是美 国的大都会博物馆 ， 形形色色的博物馆或 美术馆俨然 巳 是

向公众叙说艺术史故事的当然场所。今天中国 正在迎来一个雨后春笋地建设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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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或美术馆的热潮 ，但对博物馆或美术馆的理论探究还远远不够。有研究发

现，博物馆的布展实际上就是艺术界对过往历史的某种叙述，它是一种标准的知识

（或福柯意义上的＂认知型”)的生产，也就是特定社会 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关系的

再生产。表面上看只是人们 去观赏各式各样的展品 ， 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 ｀ 主体

与对象、主体与主体、个人与群体、当下与过去都被建构出某种特定关联 。 普莱茨

奥斯写道 ：

博物馆建立起示范性模式，帮助人们将客体”阅读”成个体、群体、民族、人

种及其“历史”的痕迹、再现、反映或替代，它们是为了让欧洲以仪式化的方式

参与（因此也是召唤、捏造、维护）其自身的历史和社会记忆而设计出来的公共

空间 。 因此，博物馆让那些可以观看的东西变得清晰易读，从而建立起观看的

价值标准，并教导博物馆的使用者如何阅读所见之物 ： 如何激活社会记忆 。 Q)

正是由于博物馆有如此复杂的建构功 能 ，所以晚近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研究中

的诸多问题都在博物馆层面上提出来了 。比如后殖民主义的艺术理论，就从博物

馆及其布展 ，提出了非洲原始主义艺术在西方语境中如何被定位的问题。非洲原

始艺术的合法性是作为西方现代主义中野兽派等流派的陪衬物而出现的 。换言

之，它不是因为非洲原始主义本身的艺术特质或风格而得到认可，而是作为西方主

流的现代主义（立体主义等）的参照背景而获得其价值。这表明，在西方博物馆的

布展结构中，非西方艺术总是作为他者或参照物才有其价值。这一布展结构清楚

地揭示了西方博物馆布展所暗含的某种意识形态，即在艺术发展普遍进程中，西方

是主流 、主导、公分母，而非西方则是支流、被主导和分子。如此泾渭分明的等级结

构中，非西方的艺术总是落后的、怪异的和无价值的，它们等待着西方主流的青味

和赐予合法性。今天，在文化日益全球化的情势下，这种博物馆或跨文化交往上的

“东方主义”（萨义德语）仍根深蒂 固 。用普莱茨奥斯的话来说，欧洲是地球这一身

体的头脑，它宽容地接纳了非西方的艺术，但是，衡量艺术的普遍性标准是西方的，

其他艺术都是地方性的，只有西方艺术才是世界性的 。不 同民族文化的艺木正在

＠参见本书普莱茨奥斯： 《艺术史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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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西方艺术迈进 ． 并处在西方艺木巳走过的某个特定进化位置上。CD

博物馆在当代社会的功能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博物馆又有不同的作用，随

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除了公共博物馆、私人博物馆，大学博物馆作为一种新的

博物馆类型应运而生。于是 ，在艺木理论和艺术史研究中 ， 便出现了关于不同博物

馆功能细分的研究。维特克威尔作为资深艺术史家和博物馆负责人 ， 对此有很好

的论述 。 他认为公共博物馆是为普通市民服务的，而大学博物馆则有自己特殊的

机能 ， 理应成为社会审美良知的焦点所在。大学博物馆究竟有哪些不同 于公共或

私人博物馆的机能呢？维特克威尔基于其丰富的艺木史研究和博物馆工作经验提

出，大学博物馆应该成为思想实验的场所，不受正统和保守思想的制约。他具体提

出了大学博物馆三圈架构的设想。首先是外圈 ，即大学博物馆有为当地社区服务

的功能 ， 特别是为青少年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探索提供服务，它可以弥补公共博物馆

的不足；其次是中圈，也就是大学博物馆要为大学服务 ， 成为校园文化生活的一部

分，一方面是展出馆藏作品 ， 同时还可以举办学校师生的作品展 ； 最后是内圈，在维

特克威尔看来，这是大学博物馆最重要也是最有特点的机能，那就是大学博物馆必

须和大学的艺术院系紧密结合 ， 互相协作，既为培养人才提供实践场所，又为发展

大学艺术学科提供条件。相较而言 ， 大学博物馆不同于公共博物馆更容易受到正

统和保守观念的影响 ， 因而能够成为激发青年才俊创造性实验和发现的场所。维

特克威尔认为 ， 大学师生的参与对于大学博物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智力后援 ， 这也

是公共博物馆所不具备的资源。他写道 ：“它（大学博物馆）的有效运作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取决于艺术史院系的学术设备。院系是生产能量和思想的 中心和控制室，

而这些能量和思想是博物馆的血液。思想不可能在真空中发展起来。它们必须得

到研究的支持，需要时间成长 。 从构想到实现的道路需要经过院系的研究机制。”@

国外著名大学都有自己的博物馆 ． 眼下，国内许多顶尖大学也处在一轮兴建博物馆

的热潮中，维特克威尔的观察和论述对我们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我想特别强调

的一点是，在一个影视和网络视频急剧膨胀的视觉文化时代，大学博物馆对大学生

乃至一般公众的视觉修养的提升承担了极为重要的功能 。

与博物馆平行的另一个体制层面是艺术史，亦即以理论话语形式呈现的艺术

O 参见本书普莱茨奥斯：《艺术史的艺术 》。

＠ 参见本书维特克威尔 ： （（ 20 世纪后期大学美术馆的重要性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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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如前所述 ， 两者如影随形，相得益彰 。 艺木史作为艺木理论的一个问题并不是

指具体的艺木史研究，比如希腊艺术史或法国艺术史，而是艺术史的基本问题或方

法论，简单地说就是艺术史论 。 本书选译了帕诺夫斯基的《论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

关系 ： 向艺术科学基础概念体系迈进汃夏皮罗等的《欧洲艺术史的分期标准》 、 阿根

的 《 艺术的历史性与艺术史 》 、 波德罗的《艺术史传统再评价》 、 普莱茨奥斯的《艺术

史的艺术》以及克拉克的《论艺术的社会史 》等。后面两篇已在前面有所涉及 ， 这里

不再赘述 。

英国艺木史冢波德罗认为，任何对艺术 史的系统解释都有其局限。系统不但

会限制精神的自由，而且会遏制研究者的特殊兴趣，比如黑格尔式的以绝对精神演

变系统来解释艺木史现象的范式，帕诺夫斯基的理论也属 于这一路，即从艺术意志

这一基本问题出发来建构艺术史 。 波德罗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帕诺夫斯基的范式，

尖锐指出其失误 ： ”就是他想在高层次的功 能性概念 中抽取出具体的描述性内容 ．

并力图从艺木目的的概念中推导出一个具有诸现象学可能性的具体体系 。 ” (j) 因此 ．

波德罗提倡一种多元化但又避免相对主义的艺术史研究路径 ，提倡一种不断对自

身保持反思批判性并随时修正的研究范式 ， 借以保持研究者的特殊兴趣和艺木史

探索的精神自由。毫无疑问，波德罗对帕诺夫斯基和沃尔夫林的批评是准确尖锐

的，它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艺术史研究的进展，多元文化主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

心 。或许我们 可以把艺术史研究的这一转型概括为从总体性的系统解释的艺术

史 ， 向专门化和地方性的 多元化艺木史的转变 ，前者与哲学 、 文明史和形上观念联

系更加密切，而后者则与差异、身份或地方性观念的联系更加密切 ； 前者是倾向于

宏大叙事的艺术史 ，后者则 彻底放弃了宏大叙事转向小叙事的策略，所以它的开放

性和反思性更加突出。我们不妨把这一转变视为现代性叙事模式向后现代性的形

式模式的转变 ， 尽管波德罗并未标明自己的后现代倾 向 。今天， 小叙事和批判性的

艺术史俯拾皆是，前面我们讨论过的普莱茨奥斯的《艺术史的艺木》 ， 其核心观点就

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中性化的艺木史宏大叙事的批判。

阿根的《 艺术的历史性与艺木史 》 ， 意在把艺术史作为一种专门史而有别于总

体性的一般史。但 问题接踵而至，既然是专门史 ，其专门性不 只是一种 “ 艺术 ”再加

上某种“史”而已 。 因为何谓艺术乃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领域 。 这又回到了艺木的本

(j) 参见本书波德罗： 《艺术史传统再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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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论上来，艺木史并不是想当然地关于艺术的历史研究，阿根以其艺木史家的智

慧，提出了若干有别于哲学家和美学家的解决方案，比如“纯视觉性” 、“诗意” 、“审

美价值”等 。面对 20 世纪传媒文化的兴起，阿根敏锐地感觉到艺木史所面临的新挑

战，一方面是传媒技术对艺术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大众文化对传统的精英—大众

的削平或去分化。我们知道 ，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异军突起，影呴了艺术

史研究范式。前面所说的艺术史的小叙事的兴起就与这 一发展暗中合拍。虽然

阿根并没有直接讨论文化研究，但他注意到信息交往技术已纳入了艺术史研究的

视野。更重要的是，他明确提出艺术史研究的“空间转向“,“现代艺术史成功地把

空间的抽象观念 对于 一切视觉艺术都是基础的观念—-－用都市空间的形式

给予了具体的表达。因为都市空间—城市被看作是名副其实的信息系统，所有审

美经验（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的纯粹现象学研究 ，都趋向 于都市空间的现象

学研究，因为都市空间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空间 ，即 交往的空间＂。。 相较来说，空

间的概念显然比纯视觉性 、诗意和审美价值更具有包容性，也更加富有弹性。不

过，正像有人担忧的那样，文化研究的入侵在改变艺术史版图的同时，也使艺术史

失去了作为专门史研究的特性 ，宽 泛的空间转向又如何与艺术相结合 ， 也是一个

尚待进一步界定的问题。好在晚近艺术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

尝试 ， 空间的确具有把艺木史（尤其是现代艺木史）置于 一个新的视角下加以考量

的价值。

五、艺术的符号与风格

艺术理论在 20 世纪呈现出多元化和跨学科性 。 除了文化研究之外，不少来自

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艺木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 。 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艺

木理论与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关系如何。不难发

现， 20 世纪西方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木批评的进展，与许多相关学科的进展密不

可分。这里选入的夏皮罗《视觉艺术符号学的几个问题 ： 图像一符号的载面与载

体 》一文就是一例。夏皮罗在艺术理论中打开了一个符号学的窗口，通过这扇窗

口，一些过去在艺术理论中未予重视的问题凸显出来，或是一些在传统艺术理论中

难以说明的问题在符号学层面得到了新的探究。夏皮罗的论文以图像一符号为考

心 参见本书阿根 ： 《 艺术的历史性与艺术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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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对象，分别解析了绘画的载面 、 画框、物像的方向及大小等问题，依据艺术史的典

型实例做出了全新解释。

以往的艺术史及其理论很少注意到如下事实，那就是绘画有一个脱离了粗糙、

凸凹不平的载面，比如岩洞壁画，逐渐进入了人造的、平整的载面的过程，如墙壁或

画布等 。 今天我们已经不会在意绘画的载面差异了，可夏皮罗通过比较发现，在 史

前画中，前景和背景的关系非常复杂，且彼此竟争；而进入平整的画面载体后，前景

和背景的关系处于一个透明的深度三维框架内 ， 深度关系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 前后

景之间的竞争遂消失了 ，背景安静地处在衬托前景的位置上。如果我们把载面与

透视法的发明联系起来 ，甚至 可以说没有平整的载面，透视法的产生几乎是不可能

的 。 不过，平整载面的出现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限定和区分它呢？比如 ，

一扇墙的空间栽面与画面的关系如何？一幅壁画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再比

如，一幅油画的尺寸该有多大？其边缘如何处置？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便会引入 一

个重要的图像符号一画框。以往的艺术理论通常把画框的功能解释为某种审美

的割断作用 ， 就是把一幅画的审美世界与其墙面或其他平面的现实世界隔离开来，

使绘画自成一格地保持一个独立的、想象的和审美的世界 。 夏皮罗注意到，绘画史

有一个无框—有框—无框的过程，它呈现为 绘 画的史前一古典一现代范式的转变。

古典绘画的画框除了一般美学意义上的隔离功能外 ， 夏皮罗特别指出，封闭的画面

加上透视，这时画框就有某种在画面上产生深度的功能 ， 使物象有了纵深感 ， 就像

窗框让人见到玻璃后面的景色一般。因此画框是观者与图像之间的 一个定位与聚

焦装置，与建筑 、雕塑形成对照 。 但现代绘画趋向于把前景物象隔断，让观者觉得

画面似可封闭地把对象切开 。 于是，画框看起来好像跨越了一个延展到画面四周

之外的再现的场域，而德加与劳特累克等印象派艺木家乃是这种绘画的天才大师。

如果说古典绘画是在强化画框的功能的话，那么此一时彼一时，现代艺术家则是在

去画框化。现代画家努力使得画面好像是被截取的一个片段，纳入观众的视野。

夏皮罗的独特解释是，这种去画框的实践其实是和从写实向抽象的发展趋向相一

致的 。 换言之，当画面所呈现的是某种抽象图像—符号时，画框原来所具有的加强

画面三维深度表现力的功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 “当绘画不再再现有深度的空间，更

关注非模仿的表现性形式特征 ，而不太关心其符号复杂性，画框就可以不用 。 当画

面退出原先被框起来的空间，画布就作为自身从墙上凸现出来，上面有可触摸的表

面，无论是抽象主题还是再现，图画的内 容是平面主导 ，显 示以笔触线条或色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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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高度任意性为主的画家的活动。”CD

夏皮罗 的图像一符号研究不但揭示了平整载面和画框的符号学 功能，而且还

深入到画面的构图层面。物象的当 下、位置、左右和高低 的不同处理 ， 均带有不同

的视觉效果 。 如果说古典绘画通常把主体形象置于画面的中心符合古典美学的统

一性原则的话 ， 那么 ， 现代主义绘画则颠覆了古典构图原则 ， 表现 出更 多 结构变化

和画面张力 。 夏皮罗特别列举了蒙克肖像画中 ． 人像主角放在空间 中的边缘部位 ，

这种自我克制的姿势 ． 与此图像的其他元素结合起来，强烈地表现了忧郁与退让。

结合一些心理学的发现 ， 他还揭示了图像一符号表现运动的几种不同顺序 ， 从左到

右或从右到左 ． 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等。他发现在埃及浮雕和绘画中 ， 如果呈现 出

圆形行列时 ， 人物总是左腿在前 ， 这几乎是一个艺术表现的规范 。 为什么？尽管在

自然动作中哪条腿在前并无特别的意义 ， 但在造型艺术 中却 有一些复杂的符号学

规范意义 。 在 “ 图画或浮雕的载面上 ， 左腿先行实际上为侧面身体的方向性所 要

求 。 如果脸朝右 ， 则左腿先 ； 如果脸朝左 ， 则右腿先 。 两种情况下 ， 都是比较远离观

者的那条腿在先 ， 这是为了表现动感 ” 。＠ 从左右的方向性入手 ， 夏皮罗进入 了更大

范围的符号学考察中 ， 比如这些前后或左右的方向性 ， 和日常语言的各种比喻或象

征意义构成某种关系 ， 诸如善恶 、 正邪等。在画面呈现的规范结构中 ， 统治者形象

的右侧似乎更重要 ， 这与中国俗话 ”右为上 ＂ 的说法很相似。至于画面人物形象的

大小 ， 也有符号学上的规范 意义。古典的透视法实际上也意味着对人物尊卑不同

地位的设定 ， 大人物自然体魄伟岸 ， 小人物则表现得尺度要略小 些。夏皮罗 略带调

侃地说 ， 称亚历山大为 “大帝 “ ． 就必须把他画得身体高大 ， 这显然受制 于特定的文

化规约。这一点在中国帝王主题的绘画 中也是金科玉律。夏皮罗认为 ，即使是那

些非再现性和模仿性的图像一符号 ， 也充满了种种复杂的符号学意味 ， 他的结论

是 ：“这些非模仿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新的表现功能 ， 以及近年非模仿 艺木的

结构秩序 。 ”©表现功能与模仿功能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 ， 因此也就具有不 同的解

读方法 。

如果说夏皮罗的符号学分析带有跨学科性的话 ， 那么 ， 这里选入的贡布里希的

0 参见本书夏皮罗 · 《视觉艺术符号学的几个问题：图像一符号的载面与载体》。

© 参见本书夏皮罗 ： 《视觉艺术符号学的几个问题 · 图像一符号的载面与载体 》．

＠ 参见本书夏皮罗 ： 《视觉艺术符号学的儿个问题 ： 图像一符号的载面与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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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论》则是一篇对艺术分析最常用的概念一一－风格 的全面解析。贡布里希

认定，风格对于西方艺木批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风格概念又是一个含义极为复杂

且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牛津英语词典》的界定很简略 ： 风格是 ＂绘画 、写作、作曲

建筑等的某种方式、特定时期 、 地区、人物或运动的特征＂。。但在贡布里希看来绝

非如此简单 ， 他从风格这个概念的词源学和定义开始讨论，一步一步地解开风格之

谜。贡布里希告诉我们 ， 风格其实和许多非风格的问题相关 ， 诸如时尚、技术等，社

会和文化的诸多外部压力对风格形成具有影响。作为一个历史概念 ， 风格不是一

成不变的，流动性使得风格具有许多时间和空间的特性，也造成风格概念的歧义性

和复杂性。艺术理论和艺木史的研究旨在揭示风格演化的内在特征和逻辑，揭示

特定艺术家和艺木作品所处的位置，说明某种风格从前人那里汲取了什么，对后人

又有何创新意义 。 风格的时间性涉及到艺木吏的历史分期的问题 ， 如王国维所言 ：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心）本书另选的一组笔谈（也包括

贡布里希的一篇评论），就是专门讨论艺术史分期标准 的 。毫无疑问 ， 风格分析显

然是一个艺木史历史分期的一个有效路径，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 “ 汉代雄风”或“盛

唐气象“那样。但风格为何在一个时代出 现又为何在特定时期消失 ， 它与特定的社

会境况和制度关系如何，此乃是风格研究的难点所在。风格不仅有变动性 ， 而且还

有其形貌特征 ， 从个人到集团再到民族，都有自己的风格形貌。通过对风格形貌的

诊断可以瞥见艺木家如何在自己的艺木创造中做出特定的选择，而对于批评家和

欣赏者来说，风格也是进入艺术世界的 一个重要门径。如老话所说 ： 风格往往是

“可 意会不可言传＂的，所以 贡布里希特别强调，风格有些类似于语言，虽然使用者

可以完美掌握它 ， 但却压根儿不知其中之奥柲所在 。 当然，对于艺木批评家和理论

家来说 ，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把可意会的东西变成可言传的理论话语。顺便说一句，

贡布里希的这篇典范性的关于艺术风格的论文是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

的，该书出版于 1 968 年，出版后被许多读本和选本转载 。

本书遴选了西方艺术理论方面的 27 篇 文章 ， 作者涉及不同国家 、 语种和时期。

一批中国学者应邀参与这一翻译盛事。作为本书主编 ， 我首先要感谢这些文章的

原作者，他们的精彩论述构成了 20 世纪西方艺术理论的优美旋律。然而，如果没有

Q) The New 0.1'ford Die/ ionury of English (Oxford, ·1998), p. 1847 

＠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 》 ．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U7 年版 ． 第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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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这些优美的旋律是国人所听不见的。于是，中国学者的译介变得不可或缺，

中译本的面世可以让更多的本土学人品评欣赏 。 所以，我也要感谢这些译者的辛

勤劳作 。

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当代艺术理论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富矿 ，

为今天中国学人建设自己的艺木理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但更重要的事是如何建

设具有本土特色的艺术理论，我相信本书的面世会给本土艺术理论同仁提供一些

新的思路和理念。

周宪

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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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关系：

向艺术科学基础概念体系迈进 ＊

［德J 帕诺夫斯基著 杨建国” 译

欧文 · 帕诺夫斯基 (Erwin Panofsky, 1892— 

1968) ，德国艺术史家和艺术理论家， 1914 年从弗莱

堡大学荻得博士学位， 1920一1933 年在柏林、慕尼

黑和弗莱堡大学任教。 1934 年他移居美国，先在纽

约大学任教， 1935 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高研院历史

学部首任全职教授， 一直到退休 。 1947-1948 年曾

为哈佛大学诺顿讲座教授，他还是美国科学院和不

列颠科学院院士 。

本文是帕诺夫斯基回应他人批评的一篇长文，文章论及一个非常重要的

问题，即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关系 。 作者认为，艺术史是一 门关 于物的经验科

学，它关心的是特定的问题和风格，但艺术史研究需要有基础性的概念及其理

论体系，这就需要艺术理论的介入 。 没有艺术理论的艺术史是有明显缺憾的 。

艺术理论作为基础性概念的界定，本身又带有自己的理论问题 。 艺术史和艺

术理论的关系是，两者合则成 ， 分则败 。 帕诺夫斯基在德国传统中提出 艺术史

和艺术理论的关系，他继承了德国哲学、美学和文化科学的传统 ， 十分注重艺

＊本文德文原文“Uber <las Verhaltnis der Kunstges如chre zur Kunst theori e , " Zeitschr中 fur A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emchaft 18( 1925), pp. 1 29一 1 6 1 . 其英译本”On the Rela tionship of Art 

History and Art Theory , Towards the Possibility of a Fundamental System of Concepts for a Science 

of Art, " Cr itical Inquiry 35(2008), pp. 43—7 1 。本文根据英文译本译出 。 译注

关关杨建国 ．南京大学文艺学博士，现就职于广东省五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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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 。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德国艺术史研究秉承了

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范式，往往建构一 系列的二元对立范畴未考察艺术形象 。

帕诺夫斯基也遵循了这一传统，提出了“体”与“形”的二元概念，并将这两个概

念与 一 系列二元概念关联起来，诸如空间—时间、视觉—触觉、深度一表面等 。

帕诺夫斯基强调，艺术理论为艺术史研究提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它具有先

验的有效性 ． 却可以解释艺术史现象 。 艺术史研究所面对的是具有纷繁的感

性特质的具体艺术现象，它使用的是具体概念，但具体概念有赖 于基本概念，

所以艺术理论对艺术史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 。 反过来，艺 术理论基本概

念的先验有效性又必须和艺术史的经验研究相结合， 由此构成了艺术理论和

艺术史的互动性关系 。 帕诺夫斯基反对不问根由的艺木史 ． 他称之力“物之学

问＂ ． 而提倡一种阐释的艺术史，即艺木理论介入其内的艺术史研究。

在数年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心我曾试图对当代艺术史中屡见不鲜，却并非总

能得到准确归类的 一 个概念加以明确界定 ． 这个概念就是“艺术意志”

( Kunst wollen ) 卢 自阿洛伊斯 · 里格尔©以来，艺术意志这个概念常常用来指特定

的艺术现象(a rtistic phenomenon炒中创造性力量的全部和整体。 我试图表明 ：要

使艺术意志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术语，就既不能从唯心理论出发 ， 把它解释为艺术家

0) 参见 Erwin Panofsky . "Der Begriff des Kunstwollcn矿'Zeitschrifl fur Asth et ik und a lll(emerne 

Ku吓t wisse11 schaft 1-1 ( 192!1) , pp. 321 —339 ；英译本为 Kenneth 」 . Northcott and Joel Snyder, '' The 

Concept of Artistic Volition -" Critical Inquiry 8 ( Autumn 1981). pp. 17—33 。 英译注

@ klil/＼l互')llen 是艺术史上最难译的概念之一。 近年来．肯尼斯 · 诺斯科特和约尔 · 新德尔将其译为

“艺术意志”(artis ti c volition) ．而杰奎琳 · 荣格则使用“艺术构形意志”( formative wi ll of a rt) 这一称

谓，参阅阿洛伊斯 · 里格尔的《视觉艺术历史语法》 ( H八lor”“IG卫mmar of Vi.<tial Arts [ New York. 

2( 1!)4 ]) 。 关于该术语的进一步讨论．以及该术语的诸多界定尝试的简述，可参阅译者撰写的简介。考

虑到该术语英译的争议较大 、也考虑到帕诺夫斯基本人十分执着于术语和概念之精准，本文保留了其

德文原文 。 其他研究者也采取过类似的处理方法，参阅 Alli ster Neher. •· • The Concept of 

l<unstwollen .'Neo-- Kantiani sm, and Erwin Panofsky's Early An Theoretical Essays . " Word and 

l mage 2(l (Jan. - Mar. 2(I(14) . Pl). 41 51 ． 尤其是第 4') 页注释 1 。 英译注

＠ 阿洛伊斯 · 里格尔 (Alo is Rieg!, 1 HSH I 9!15) ， 奥地利艺术史学家、维也纳艺术史学派成员 。 在促进

艺术史研究走向学科自律力而．里格尔居功至伟 。 同时 · 里格尔也是形式主义最具影响的践行者之

译注

0 所谓“艺术现象”或“艺术表现“(artistic manifc沁 tal i on) 指从风格批评的角度审视任何可视为一个整

体的艺术一历史对象 · 这种整体性既可体现于地域之上（例如地方风格）、时间之上（例如时代风格 ），

亦可体现于个人之上（例如个人风格） ． 甚至可为某一特定时刻所特有的风格特征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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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某个时代 ，诸如此类）的主观意志，也不能把它解释为心理”实在“， 而只能把它

解释为超验主体( metempi rica l su bject) ． 解释为寓存于艺术现象之中的内在意义 。

从这个方面，也惟有从这个方面，方能在一套具有先验有效性(va lid a priori ) 的基础

概念体系＠中把握住这个概念；也惟有从这个方面，才能意识到，所谓艺术意志是思

想的主体，它并不属于实在（即便所谓历史性实在也难以将其痪括其中） 。 借用胡

塞尔 ( Husserl ) 的术语，艺术意志具有“遗觉”C eidetic)特征 。

据我所知，我对艺术意志的批判尚未遇到反对意见 。 © 最近，我的一系列观点，

尤其是我的“建立起具有先验有效性的艺术理论基础概念体系不仅可行 ． 更为必

须“这一观点，遭到亚历山大 · 多尔纳的拌击 ． ©但他的批评并没有动摇我的立场，

部分原因是，这些批评建基于对我的观点的根本误解之上，误解之一就是错误理解

了“先验”(a priori )知识和 “后验 ” (a posteriori) 知识之间的关系 。 © 多尔纳对我的

批判至少表明 ．有必要再度澄清我早先那篇文章中的一些纯程式化论点．继而就其细

节做深入探讨，不仅要探讨艺术理论基础概念体系的理论本质，更要探讨其实践意义

和方法意义 。 与此同时，就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关系做一番探讨也显得尤为重要 。

I 

在探讨艺术理论基础概念体系时 ． 我将用到一系列成对概念（下面的讨论将清

0 帕诺夫斯基用的德文原文是 Grundbegriffe，本文中译为＂概念体系＇＼ 德文原文的字面含义是“基础

概念”和基础术语” 。 不过，帕诺夫斯基不单用该词指为艺术奠定基础的概念．更指赋予这些概念的

系统秩序 。 英译注

＠ 不久，反对意见即将出现．尤其出现于所谓“维也纳学派第二代”成员的文章 中 。 参阅 Guido

Kaschnitz-Weinberg 就 Alois Rieg! 的 Spatromi.，che K 1msli11duslrie 所写的述评． Cnomon 5 ( 1929) . 

pp. 1')5—213; H ans Sedlmayr 为 Alo i s Rieg! 的 Gesammelle Aufsal乏e ( Vienna . I 929) 所写的导言

''Die Quintessenz der Lehren Riegls." pp. xii - xxxiv: 该文 由 Richard Woodfield 译为英语，标题为

''The Quin tessence of I妞egl 's Though汇收入 Richard Woodfield . ed. . Framing Fonna/1.I气III : R心沪

Work (Amsterdam . 2llll1 ) , pp.11 -3 1 。 —一英译注

＠ 参见 Alexander Dorner.'' Die Eukenntnis des Kun沁rwollcns durch die Kunstgeschich te ," Zeitschr寸1

f ur A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twis.Ienschafl I()(1922) . pp. 216—222 。 （亚历山大 · 多尔纳

( Alexander Dorner, 1893—1957) ，德国现代艺术史学家 。 译注）

＠ 在本文之后的附论中．我将具体讨论多尔纳的误解．以免使本文过于滕肿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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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表明，概念为何一定要成双结对地出现）。在两个概念的对立中 ．艺术创造的一

系列基础性问题得到概念性表述 。

当我们审视艺术作品时，我们常常会谈及各种艺术问题，而答案就在艺术作品

自身之中 。 此类问题（诸如广度和中心、立柱和墙面、个别形象和整体布局等等）总

是以对立的形式出现，而艺术作品在对立的两极间加以调和 (conci li ation) 。 这是一

种动态平衡(equ山br ium ) 应某件或某组艺术作品的艺术特色尽在于此；这种动态

平衡具有自身的特殊品质，它构成了艺术作品的自身世界，一个完全独立于经验现

实的世界。所有这些艺术问题都隐然指向同一个根本问题，而这个根本问题本身

也以对立的形式存在（正因如此，诸多艺术问题无一例外要借助于对立的形式才能

得到表达） 。 鉴于此问题为一切艺术创造活动之条件的必然产物，故言其具有先验

性 。 或许，可以把这个根本问题表现于下面两个词之中：“体”(volume) 和“形”

( form ) 。 ＠

艺术，无论怎样加以界定，也无论从哪个制高点加以俯瞰，其运作总要借助于

感觉的组织 。 艺术作品既要保留住供感官感知的真实之“体”，又要对其加以组织，

从这一角度来说，艺术要对“体”加以琢磨。© 换而言之，在任何艺术作品之中，体和

形构成根本对立的两极，必须以某种方式调和起来 。 对立固然是先验的需要，综合

也有着先验的可能，只有当需要和可能相遇时，才能在相互对立的原则之间实现艺

术所必需的调和 。 体和形似乎是独立的原则，不仅如此，更相互排斥，似乎永远无

＠ 帕诺夫斯基的原文是 Ausgle"九指由对立两极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核心。为了译出此词，我们在有的

地方使用了 equi librium（动态平衡）一词：有的地方则使用了 conciliation （调和 ）一词 ， 以强调两种对立

特质的中和；还有的地方使用了 balance（平衡）一词，以强调对立双方相互作用的状态。 英译注

＠ 能想到这两个词，要感谢我的朋友 Edga r Wind．和他的文章“Asthetischer und kunstwissenschaftlicher 

Gegenstand, ei n Beitrag zur Metholologie der Kunstgesch i chte” ，衷心希望这篇文章能尽快公开发表。

（该文为 Wind 于 1 922 年所做的汉堡大学博士论文，对帕诺夫斯基的这篇文章启发很深。该文没有单

行本出版，不过 ． 部分章节经修订后刊载于 Wind 于 1925 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参见 Wind, "Zur 

Systema1ik der kunstle rischen Probleme ," Z"压hrift fur A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 

w /,ssenschafr 18[1924] . pp. 438—486; ·'Theory of An versus Aesthetics," Philosophical Review 34 

[ Jul y 1925] , pp.JS(）-359 。 英译注）

＠ 帕诺夫斯基的原文为 Fulle ， 既有 volume （ 体量 ）之意 ．又有 richness （丰富）之意 。 当然不可能将其译

为 volume/ richness （体址／丰富） ，因此我们在英译本中更突出了 volume 这个含义。关于 Fulle 这个

词给翻译所带来的困难 ， 可参见 Neher, " • The Concept of Kuns／平）lien', Neo-Kantianism, and 

Erwin Panofsky 、 Early Art Theoreti ca l Essays," p. 50, n. '1 8 。 作者在这条注释中给出多种选择一—

fullness（充实）、 pl enty（充分） 、 abundance（富足）、 completeness（完整）。 英译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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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携手合作 。 然而，此二者既有可能，也必须综合为一体，因为体和形在纯粹本体

意义上的对立关系对应着空间与时间的方法性对立。（更准确地说，这两种对立的

核心根本就无分彼此） 。 体的原则与空间的本质相对应 ，形的原则与时间的本质相

对应；如果说体和形的对立是一切艺术问题存在的先验前提，那么空间与时间的相

互作用则是一切潜在解决方案的先验条件 。

如果尚可以尝试对艺术作品加以界定，必须遵循以下思路 ： 从本体的角度来

看艺术作品是体和形之争 ；从方法的角度来看，艺术作品是空间和时间之争卢 只

有在这样的相互关系格局中，才能对艺术作品加以理解。一方面，体和形处于生动

活泼的相互作用之中；另一方面，时间和空间融合千一个独立、可感知的对象之中 。

我要再次强调，这两个问题（实际上 ，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从总体

上统领着艺术创造活动，无论其加工的感觉材料来自千视觉经验，或来自千听觉经

验 。 在视觉经验的特定条件下，也就是说，在美术、装饰艺术、建筑艺术所共同遵守

的特定条件下，上述问题很自然是通过具体的对比来加以表现的 。 这些具体视觉

对比，更确切地说，这些有特殊视觉价值的对比，我们可称为艺术和建筑创造活动的

基础问题。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概念描述，也就是我所说的艺术科学的基础概念体系 。

上述内容试以如下表格来说明 ：

本体领域中的 现象领域内，尤其是视觉领域内的具体对比 方法领域中的

一般性对立 (1) 基础价值对比 (2) 形象价值对比 (3) 构图价值对比 一般性对立

视觉价值／触觉价
深度价值／表面价 融合价值／分立价

体与形 值（虚的空间／有 时间与空间
形实体）＠

值 值

2 

本文并非要从方法上详解上面这张艺术基础问题表，以表明其涵盖范围之广，

(j) 也就是说，所关系到的不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原则或物质的存在 ( being) ，而是它们的综合方法或途径

( route) 。

＠ 我避免使用生成“(gene tic)这个词，因为这个词超验哲学的慈味较淡．而更多指艺术生产的经验条

件，尤其是其历史条件 。 我要重申，本文所关注的是前者，即艺术创造的先验基础，而非后者．即艺术

创造的历史条件。

＠ 我在这里沿用了里格尔的术语，但舍弃了其心理解释。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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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能之高 。 不过 ．我前面的论述已经表明，这张表列出了艺术科学基础概念体

系 。 为了避免误解，我将进一步做出以下解释 ：

(1) 第一列中的一组概念（视觉价值和触觉价值）指的是经验领域中我们可称

为基础价值层的一部分，它所描述的种种特征需要加以调和，以形成视觉单元（形

象） 。 CD 第二列中的一组概念（深度价值和表面价值 ）指的是视觉的一个特定领域，

可称之为形象价值层，它所描述的是通过调和，令视觉单元（形象）真正成形的种种

特征 。 第三列中的一组概念（融合价值和分立价值）指的是经验领域的最后一个部

分，我们可称之为构图价值层，它所描述的是通过调和， 令众多视觉单元在更高层

次上融为一体的种种特征（无论这些视觉单元属于特定组织，或特定群组，或特定

艺术实体） 。

(2) 第一组概念所表现出的基础问题是视觉价值与触觉价值之争，也可以理解

为体与形之对比在视觉上的特定表现 。 要实现纯粹的视觉，就意味着形的消散，也

就是说，只剩下无处不在的光线；相反 ，要实现纯粹的触觉 ，就意味着一切感性之体

的湮灭 ． 只剩下完全抽象的几何形式卢 相比之下，第三组概念所形成的基础问题，

即融合价值和分立价值之间的对比 ，可理解为时间与空间之对比在视觉上的特定

表现 。 原本相互独立的个别单元要真正完全融为一体，只有在不间断的时间流中

方可实现 ， 舍此不可想象；相反，各个个别单元要真正做到彼此严格分离，必须借助

千具有不可入性的空 间 。 因此，可将第三组概念所表现的对立描述为静止和运动

（存在和变化），不过，这里所说的运动和变化概念不仅存在千单纯的时间意义上，

更包含着时空综合事件的概念 。 中间这组概念所表现的基础问题， 即深度价值和

表面价值的对比，既可以从形一体对立的角度加以理解，亦可以从时—空对立的角

度加以理解，因为表面价值和深度价值的特定关系不仅关系到视觉价值与触觉价

值的特定关系 ，同时也关系到融合价值与分立价值、静止与运动的特定关系。一个

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古埃及浮雕与古希腊古典浮雕之间的区别 。 古埃及艺术中，浮

雕表面完全扁平，有时甚至向内凹陷，完全不符合远小近大的透视法则，故而完全

取消了深度的价值，而把所有的价值集中千表面；古希腊古典浮雕中，平面的凹与

0 帕诺夫斯基这里所用的原文是 Emhe几既可译为英语中的 unit（单元） ．亦可译为 uni ty（统一）。在这

一段中 ，以及文中其他一些地方·帕诺夫斯基似乎同时表达出这两层意思．一英译注

＠ 此处亦可参见 Wind 的文章“Asrhe ti sc he r und kunstwissenschaftlicher Gegensr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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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及线条的长与短错落有致，从而在深度价值和表面价值之间建立起平衡 。 CD 这个

例子清楚表明，无论其具体解决方案如何，表面价值与深度价值的问题（及其解决），

总是与视觉价值与触觉价值的问题（及其解决），以及融合价值（或运动）和分立价值

（孤立或静止）的问题（及其解决）息息相关 。 在上面这个例子中 ，任何一个单独的形

首先要摆脱二维平面，进入三维空间，方能展开运动，也惟有如此，多个单独的形方能

彼此衔接（设若此形不能摆脱二维平面，即便与画面做平行运动也难以想象，更不用

说转向旋转这样的运动了） 。 解决表面价值和深度价值这组对立时，如果偏重前者，

必然意味着在解决静止与运动、孤立与融合等一系列对立时都偏重前者，反之亦然。

同样，视觉价值的实现意味着一个纯净、没有任何阴影的表面上出现了凹凸，其纯净

性遭到破坏 。 因此，在解决表面价值与深度价值的对立时偏重于表面价值，必然会导

致在解决视觉价值与触觉价值的对立时偏重于触觉价值，反之亦然 。 因此，上表中另

两个基础问题（视觉价值与触觉价值的对立、融合价值与分立价值的对立），既可以诉

诸时间和空间的对立，亦可以诉诸于形与体的对立，惟独表面价值与深度价值的对

立，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基础问题需要同时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 。 正因为第二个基础

问题处于另两个基础问题之间，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任何特定的风格要以相同的方

式同时解决这三个基础问题，此既为可能，亦为必须。 即便我们知晓三个基础问题其

实就是同一组根本对立的特定表达，可一方面要展现出视觉价值和触觉价值的具体

联系，另一方面又要展现出静止与运动的具体联系，这并非易事。幸而，要具体解决

表面价值和深度价值的对立，就必然同时联系到另外两组对立及其具体解决方式 。

(3)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 ： 艺术科学的基础概念体系的目标就是拿出一条公式，

以此来界定任何一部作品，或任何一个艺术时代的风格特征 。 现在可以清楚看到 ．

这种观点让人误入歧途 。 所谓基础概念体系，若其不辜负自己的这个称谓，其目标

并非拿出一条公式，以涵盖各种艺术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而是阐明此类问题的构

成方式 。 正确的理解是 ： 此类基础概念并非贴在具体对象之上的标签，它们所引出

的种种必然对立并不存在千表象世界中，并不是两个可直接加以观察的经验现象

之间的风格差异，而是表象世界之外两种原则之间的对立，惟有借助于理论方能定

位 。 这些基础概念必然成对出现，而现实中的艺术千姿百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简

化为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 。 故而，这些基础概念不能直接拿来解释经验艺术现象，

0 古希腊的浮雕艺术与绘画中的＂错觉营造”(illusionism)相对应．此即所谓“绘影法” (skiagraph 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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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果因此就对它们横加指责，未免有失公允 。 上表中所提到的种种概念，无论是

视觉价值与触觉价值、表面价值与深度价值，或是融合价值与分立价值，都不是指

现实艺术中可直接观察到的对比，而是指令现实的艺术有可能产生出某种调和形

式的对比 。 上文已提到，纯粹的触觉价值仅仅存在于抽象的几何图形中，纯粹的视

觉价值仅仅存在于光的弥散中；无论是绝对的表面价值，还是绝对的深度价值，在

现实中都不可能出现；纯粹的融合意味着空间以外的时间，而纯粹的分立则意味着

时间以外的空间 。 因此，艺术史的基础概念体系只能以两极对立的形式出现，如果

热望凭此对现实中的艺术丰碑加以描述，则远远超出了建构此种两极对立之本意。

艺术史仅仅描述艺术作品自身，故而不是以两极对立，而是以更为灵活多变的梯度

渐变的形式存在 。 艺术科学的基础概念体系对种种对立的两极加以界定，这种两

极对立具有先验性，亦无法在确定的形式中加以把握；一般艺术史描述由这些对立

的两极产生出的具体调和形式，具有后验性，由此而产生出的具体解决方案并非非

此即彼，而是数不胜数 。 如果说，种种绝对对立概念（诸如视觉价值与触觉价值）仅

仅产生出艺术基础问题，并不对它们加以解决，那么诸如平面感、立体感这样的概

念所涉及的就是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而非基础问题的产生过程，它们所产生出的

也不是一系列两极对立，而是差异的梯度渐变 。 因此，所谓立体感就是视觉价值与

触觉价值平分秋色，不分上下，所谓平面感就是触觉价值为视觉价值所压制；而当

我们谈论古埃及人的极端非平面艺术样式（例如几何晶体），我们所说的就是视觉

价值为触觉价值所压制的艺术样式 。 无论是平面感、立体感，或是几何晶体，这些

概念所描述的决非两极对立，而是同一个梯度中的不同点 。 那么这个梯度的凝结

点何在？这本身也取决于立体感这个概念，一旦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梯度的凝结

点也会相应发生位移 。 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梯度的理论起点和终点无法为现实所

接触，代表着无穷，但从根本上说依旧取决于触觉价值和视觉价值的对比；另一方

面，历史地来看，梯度的起点和终点还是停留在有限之中的，其具体位置取决于所

审视的对象群体的总体特性，也必然会处于变动之中 。 参照千 16 世纪的艺术风格，

某件作品可能被描述为具有平面性，可参照于 17 世纪的艺术风格，它就可能被描述

为具有立体性，因为到了 17 世纪，整个价值梯度都已向视觉一方偏移 。 从纯理论的

角度可以清楚看到，极端的非平面艺术方案（例如古埃及艺术）和极端的平面艺术

方案（例如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无限多的可能方案（自然可以想象，还可能存在

着某种艺术方案，其对视觉价值的压制更甚于古埃及艺术方案；同样，也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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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能存在着某种艺术方案，其对触觉价值的压制更甚于现代印象主义） 。＠ 在艺

术的历史实践中，取决于不同的参照体系，同一个现象可冠之以不同的名称，同一

个名称之下亦可容纳不同的现象。＠ 不过 ， 同样清楚的是，个别点在梯度上的位移

并不影响到梯度之对立两极的稳定，而是仅仅表明，描述性概念并非基础性概念·

基础性概念亦难当描述之重任 。

像几何晶体、立体、平面这样的术语（以及与这三个术语有所区别，对它们加以

补充的其他一切术语）所描述的都仅仅是第一组基础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 同

样，诸如表面、深度、表面与深度的均衡（就透视而言）这样的术语，它们所描述的是

第二组基础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而诸如静止、运动、静止与运动的均衡（就肢体舞

蹈韵律而言）、运动打破静止＠这样的术语，此外还有孤立 、融合、统一等诸多术语 ．

所描述的都是第三组基础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 。 自然，第一组术语（几何晶体、立

体、平面）在使用中所面临的局限，其余各组术语都不可避免 。

目前，我尚未谈到与色彩有关的种种概念 。 不过，即便是描述色彩风格的诸多

概念，所描述的依旧是由相同的艺术基础问题所产生出的不同解决方案 。 作为基

础问题，它们本无关乎有色或无色，不过，在色彩的选择中，以及在形状、空间的构

成中，这些基础间题得到具体解决 。 “多色画法”(polychromy)这一术语所指的色彩

运用在处理分立价值和融合价值这一问题时倾向于分立价值，在处理表面价值和

0 帕诺夫斯基完成本文时，抽象表现主义尚未问世，不过一些艺术家已开始抽象艺术的实验，例如康定

斯基 · 又如马列维奇 。 英译注

＠ 举例而言，专注于意大利 1 4 世纪艺术的研究可能称乔托(G i otto) 的艺术作品具有立体风格 ． 而着限于

整个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研究则会认为真正具有立体风格倾向的作品直到曼特尼亚(MantegnR ) 才

出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研究加洛林王朝绘图手抄本 (Carolingian rnanu 叩cript illumination) 的

专家会认为，与福音书 (Godescalc Leet ionary，完成于 781—783 年，现存于 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

馆。－—－英译注）相比，发现千德国特里尔 (Trier ) 的阿达手抄本 ( Ada manuscrip t , 完成于 8 世纪晚

期，现存千特里尔州立图书馆。 英译注）表现出立体风格 。 人们一再为艺术史研究中概念的贫乏

而痛惜，说艺术史学家们一再使用相同的术语，去表达不同的内涵 ． 这不是恰恰证明了基础艺术问题

的先验有效性吗？ 艺术史研究就是要描述出这些基础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 ．不过·随着参照体系的变

化，相同的术语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 （乔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雕刻家、画家

和建筑师，被认定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创者，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曼特尼亚 [ An<lrea 

Mantegna]是 15 世纪意大利帕多瓦的文艺复兴绘画家 。 他以鲜明清晰的绘画、色彩为特色，追求 1 5

世纪意大利北部经典绘画手法．即掌握角度和不平等的透视法。 译注）

＠ 这三个概念是先定中间方案，再定两端的极端方案（相对意义上的） 。 当然 ． 也可以按照时间次序．由

古埃及到古希腊．再到现代印象主义 ．由此划定宽泛的梯度 。

＠ 宥重号均为原文所有，下同。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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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价值这一问题时倾向于表面价值，在处理触觉价值和视觉价值这一问题时倾

向于触觉价值；“色彩论”(colorrism)则与之恰恰相反，在一些最极端的例子中完全

无形状可言，在处理分立价值和融合价值这一问题时倾向千融合价值，在处理表面

价值和深度价值这一问题时倾向于深度价值，在处理触觉价值和视觉价值这一问

题时倾向于视觉价值卫 因此，纯粹的多色法色彩样式必然在空间和形体构成上倾

向于分离，倾向千表面，亦倾向于几何结晶，由此对一系列基础问题加以解决；具有

色彩论特征，但仍保留了具体形状的色彩样式必然在空间和形体构成上倾向于统

一，倾向于深度，亦倾向于平面 。＠

(4) 艺术理论的任务就是界定并发展基础概念的这种绝对对立一一所谓基础

概念也就是能提出艺术问题的概念 。 艺术理论不会像艺术史研究那样，以决然对

立的概念去界定不同的风格特征 。 所谓基础概念并非在艺术表现的世界中划定界

限，分出敌对的两大阵营，彼此间再无空间容纳其他现象。它们仅仅描绘出艺术表

现世界之外一系列价值领域的对立，这些对立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于具体作品之

中卢 历史现实世界的内容绝非单凭基础概念自身就可以把握，却必须由此开始把

握 。 基础概念也决不敢自命为一般语法和理性(grammaire generate et raisonnee), 

对艺术表现加以分门别类。我要再重复一遍，它们的任务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一剂

具有先验有效性的药引，由此构建起关于艺术表现的讨论。＠ 它们所提出的是艺术

0 目前，尚无专门术语表示多色法和色彩论的折中处理方法（例如各种色彩和谐搭配，没有衍射） ；同样，

表面和深度的折中处理方法也没有专门术语表示 。

＠ 彩色艺术作品与黑白艺术作品的对立仅仅涉及一组基础概念，而非全部，其原因在于，假如我们接受

艺术研究领域以外的观点，就会把色彩看作有形实体的补充（当然，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正确，亦有可斟

酌之处） 。 色彩被视为有形实体的附府，不具备基础地位，亦不能独立构成形象。色彩被视为诸多构

成要素之一，它的出现令业已完整的黑白世界更为耀眼 。 用于描述色彩样式的种种术语，例如多色

法、色彩论 ，还有色块，实则仅仅指第三组基础问题的种种具体解决方案 。 然而，在色彩上的任何选择

从根本上说必定关联到全部三组基础问题，而非仅仅限于融合／分立一隅 。

＠ 海因里希 ·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 )所提出的艺术范畴遭到各方的反对，因为他所简化的并非问

题的提出，而是具体的解决方案，把一切都纳入一条公式之中，从而将具有超验价值的理论性对立下

放到历史现实的经验世界中。于是，沃尔夫林的理论落在了中间，遭受到两个方面的攻击：如果视其

为艺术理论基础概念的研究，他的理论又不具备先验有效性，其研究对象没有超出经验表象之外；如

果视其为艺术史描述性概念的研究，他的理论又不容于丰富多彩的艺术现象，而是把丰富多彩的现象

限制于一个建立于极性对立之上的系统中 。 顺便说一下，那个系统自身内部也不是没有矛盾冲突之

处 。 （海因里希 · 沃尔夫林，出生于瑞士苏黎世，瑞士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西方艺术科学的创始

人之一。 译注）

O 参见 Panofsky, "The Concept of Artistic Vol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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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架构，而非潜在解决方案；它们仅仅决定我们在面对研究对象时带着什么样

的问题，至千研究对象能提供什么样的答案，则各有千秋，难以揣测 。 0)

基础概念所提出的问题将会导向艺术史对象，但这些都是宽泛的问题，适用于

几乎所有的艺术和建筑对象，亦可在几乎所有的艺术和建筑对象中得到解决 。 然

而，除了所有艺术作品要面对的体—形的基础问题之外，毫无疑问，也存在着各种

个别艺术问题，只是在特定作品群中方得到解决，甚至只是在某一件杰作中方得到

解决 。 故而，艺术理论亦须以提供一系列专门概念为己任，惟此方可支撑起艺术理

论的基础概念，令它们形成科学的体系 。 个别艺术问题必须同基础问题密切相关，

在艺术科学中，专门概念必须从属于基础概念 。 如果要为艺术科学建立起相互关

联、结构井然的术语体系｀就必须把种种个别问题视为次要间题（与基础问题相

比），进而也把由个别间题所衍生出的专门概念视为次要概念（同基础概念相比） 。

个别艺术问题的出现完全符合黑格尔所勾勒出的图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基础

问题的种种解决方案自身也会成为极点，衍生出对立 ． 由此衍生出种种专门问题 。

不仅如此，某一个别问题的解决方案又可成为极点，产生出范围更为细微的次要个

别问题，由此以往，以至无穷 。 可以建筑为例，在我们称之为柱的形体和称之为墙

的形体中，一个基础艺术间题得到具体解决 。 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例如古

典后期或文艺复兴时期），柱与墙在建筑中有机地融为一体，由此也衍生出新的艺

术问题 。 相对于基础艺术问题，这个新问题应视为个别问题。© 个别问题亦有着不

同的解决方案（例如古典和巴洛克），亦处于对立和对话之中，从而衍生出更多、更

具体的问题 。 同样，基础艺术问题的两种解决方案，例如浮雕法和透视法，亦可以

相互对立，形成新的对立两极，并逐级分裂，以至无穷 。

从这一意义上说，所有的个别艺术问题均可相互连接，形成体系 。 最终，无论

其多么具体、个别（甚至是一时、一地仅有的问题），均可回溯到艺术的基础问题。

由上文所列出的那张艺术理论基础理论表，一个连贯统一的艺术科学基础概念体

0 在我看来，这就是艺术理论与美学以及艺术心理学之间的区别。虽然同样是面对艺术的基础问题．可

艺术理论并不像哲学、美学那样，去追问令艺术成为可能的先验前提和条件，更不会像规范美学那样．

定下条条框框．声言艺术作品必须遵守 。 另一方面．艺术心理学则是追问 ．要实现艺术作品，或者更准

确地说，实现艺术作品的印象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 关于初级个别问题和次级个别问题出现的辩证过程． 读者亦可比较 Wind,,; Astheti scher und 

kunstwissenschaft -kucger Gegen 沁t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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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由此诞生哪怕是最为具体、细致的艺术概念，亦可由该体系衍生而出 。

如何才能设计出这样一套概念系统并如何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呢？此处无法做深

入探讨，亦没有必要。为多尔纳所扞击而我坚信并未被驳倒的，是建立艺术理论基础

概念体系的可能，舍此无他。 之所以称某些概念为基础概念，原因有三：其一，它们具有

先验效力，对于理解艺术现象来说既适用又不可或缺；其二，它们不涉及非显性对象，而

是涉及显性对象；其三，它们将其所属的专门概念构成某种系统的关联，进而形成连贯

的体系 。 所谓三大艺术基础问题，实则为同一对根本对立之体现。此根本对立也采取

两极对立的形式，它并未超出表现的领域，先验地作用于三大基础问题上，殊无差别。。

(5) 从先验的基础上对艺术基础概念加以解释，令其效力独立于经验界，这当

然并不意味着单纯以理性演绎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些基础概念推导出来，而无须借

力于经验 。 艺术科学基础概念均形成于种种艺术基础问题之中，而这些基础问题

的成形又无不体现出形与体、时间与空间的对立，二者均以特定的感官世界为先验

前提。因此，对艺术基础问题的理解离不开对经验（视觉）呈现的理解，以之为前

提。凡适用于基础问题之理解者，更适用于个别问题之理解。一切艺术问题惟有

在其具体解决方案中，也就是说，在艺术作品中方能得到理解 。 如果说，构建出问

题的某些概念具有先验有效性，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凭某种先验形式来构建这些概

念，而仅仅意味着这些概念的合理性具有先验基础；反之，如果仅仅因为艺术理论

基础概念出现于经验之后，就以之为理由，不承认这些概念的先验性，也并非正途。

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定理也是在经验之后，从具体现象中发现的，却又可以也必须从

先验角度加以解释；同样，艺术科学的种种基础和专门概念虽然始于经验，其效力

0 多尔纳列举出三组概念 客观与主观、现实与理想、形式与内容，以证明基础概念间并无内在关联 。

对于多尔纳的提法，可做如下反驳：形式和内容这对概念和另外两对概念根本不宜同时出现。形式和

内容这对概念不同千另外两对概念，它所涉及的并非两种描写原则，或两组艺术现象的风格差异，而

是对两大领域的勘定和划界。从逻辑的角度说，任何艺术现象均须对形式和内容加以勘定、划界 。 通

常用法中，”形式主义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同重内容艺术相对立，这种对立必须从艺术理论的概念表

中删去 。 形式和内容间的关系并未提出任何艺术问题（如表面和深度的问题） ，可以以这种或那种方

式加以解决。相反，总是存在着两种选择：特定的内容可进入特定的形式之中（此时，也惟有此时，特

定内容方才能成为艺术作品的内容；此时，也不宜再去追问内容的重要性高于或低于形式）；特定内容

亦可停留于特定形式之外（此时，内容外在于艺术作品，对作品的风格毫无影响） 。 顺便提一下，内容

亦可衍生出自己的对立，从而衍生出自己的基础问题。在形的这 一端，可称之为“明晰性”

(definab山ty) ，即普遍适用；在体的这一端，则可称之为“不明晰性”(undefinab山ty) ，即独特 。 由此而

衍生出的种种解决方案自然要与种种形式基础问题相配合，它们或偏向于信息的纯粹传递，或偏向于

情绪的纯粹表达。当然 ，极端的做法永远难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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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又行于经验之先，超出经验之上 。 应当说，脱离艺术—历史经验，艺术理论的诸

种概念将无法出现，前者持续地为人们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对象；但也应当说，艺

术一历史经验并不能撼动艺术理论基础概念体系的地位（假定这一体系自身具有

逻辑性和连续性） 。 换而言之，既然艺术理论基础概念随经验之后方可出现和发

展，它将始终是经验研究的成果；然而，由千艺术理论基础概念具有先于经验的根

据，故而其自身的存在独立于经验研究的成果，也不会与之相抵触 。 有了新发现 、

新观察，它们或者表明，某个业已确立的具有先验有效性的艺术问题，在某个特定

例证中又有了新的解决方案，同人们之前的看法有所不同；或者表明，面对巳知概

念所形成的诸多问题，有某个问题的答案出现了偏差（归根结底，艺术理论之目的

不就是提出问题吗）。例如，如果机缘巧合，发现了公元前 5 世纪的风景画，艺术史

就必须做出相应修订 ，而这种修订并不会影响到艺术理论基础概念体系卢 或者，

新发现和新观察证明了某个具体艺术问题尚未为人们所认识，或者早先的概念体

系所构建起的诸多问题，偏离了某些对象的某个重要特征 。 例如，在建筑领域，发

现了某种全新样式的纪念碑，或者，某件巳知的艺术品向研究学者揭示出新问题的

新面貌，此时就需要提出与之相关的问题，并将这个新问题同在此之前已知的种种

问题关联起来，由艺术理论所建构的概念体系由此得到拓展，而非动摇 。

前文中，我已清楚表明，有可能发展出一套艺术科学的基础概念体系，由此建

构出由非常普遍到非常特殊的全部概念 。 下面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建立这样一套

体系有何必要性 。

或许有人会问，设计和构建这样一套基础概念体系，是否仅仅为一场开花不结

0 这里，帕诺夫斯基直接回应了格尔哈特 · 罗敦瓦尔特 (Gerhart Rodenwaldt )在 191 6 年一篇文章中的

观点，帕诺夫斯基时常在自己的文章中对那篇文 章加以批判。参见 Gerhart Rodenwaldt , "Zur 

begrifflichen uncl geschicht lichen Bedeutung des Klassischen in der bildenden Kunst, Eine 

kunstgeschichtsphilosophische Studie," Zeitschr中 Ju.r Asthetik und allge,成ine Kun.,tWIssen`( haJI 

11 (19 16) , pp.113—1 31 , 以及 Panofsky ,.. The Concep t of Artistic Voli rion." pp. 22—23 . 26, n. 

1 (） 。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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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逻辑游戏，仅仅是一场无益的智力体操，对千实际作品的历史研究完全没有意

义 。 我的回答是 ：决非如此 。

构建艺术理论概念系统和开展经验的历史研究都必不可少，因为二者从两个

完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研究对象展开研究 · 各自都有其局限 。 只有合二为一 ，二者

才能构成独特而连贯的相互作用链 。 由艺术理论所构建的概念系统，只有以艺术

史研究所提供的显性经验现象的观察为源头，才能真正成为科学理解的工具；反

之，艺术史研究的成果也惟有同艺术理论所阐述的诸种间题相关联，才有可能真正

成为科学性知识。 艺术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确定 “艺术意志＂，惟有历史研究和理论

思考戮力合作，这一 目标才有可能达成 。

目前这一相互作用链的一端已得到解释 ， 要解释它的另一端也并非难事 。

l 

纵然某些艺术史研究对理论关上了大门 ｀ 其自身依旧面临着双重任务 。 作为

艺术史它首先要为堪为彪炳的作品从历史角度 ，也就是说，从时间和空间上加 以

梳理和排列，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内部联 系； 其次 ， 它亦要描述出这些重要作品的风

格特色 。 要实现目标二（其实现必然要先千目标一 ，因为只有确定了某件重要作品

的风格特色，方有可能对它的历史地位加以评估），必不可少要借助于各种概念，这

些概念对于艺术作品风格特征的描述多多少少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卫 即便是一心

一意走历史路线的研究（当然没错） ．例如格奥尔格 · 德希欧 (Georg Dehio ) 的《德国

艺术史 》 ( His10ry of German An ) . 也不可避免要运用到诸如平面和立体、深度和表

面、静止和运动 、空间风格和实体风格这样的术语卢 即便是历史经验论者也不会

否认，在艺术的历史研究中，使用此类术语以标示出风格 ，不仅司空见惯，更是不可

避免 。 不过 ｀历史经验论者所不愿面对的 ，是对这些术语的起源和合理性基础加以

考证和质询 。 对千历史经验论者而言 ，它们是当代文化中现成的概念，借助于这些

现成概念 ，就可以把握住不同艺术作品的感性特质。＠
\ 

0 借助于历史文献和发掘现场资料，确定艺术作品的年代和产地，这些对于艺术作品的历史梳理工作有

一定帮助，但具自身上难以担当历史研究之名 。

＠ 参见 Georg [)ehio . Gesd,ichtedn D门tlsch e11 Kunst , J vols. ( Berlin. 1 9 1 9一1 926) . vol. I , p.5 。 （格

奥尔格 · 德希欧、德国艺术史学家。一一译注）

＠ 参 见 Dorne r. ·•Die Erkcnntnis des Kunstwollens durch di e Kunstges咖ch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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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对于这种观点，可提出两点反驳：一方面．但凡能描述作品之风格特征的

概念，必定指向某种与作品的感性特质全然相异的东西 ：另一方面，描绘出艺术作

品之感性特质的概念自身尚不能描述出作品的风格特征，仅仅为作品风格特征的

描述做好了铀垫 。

(1) 我们从作品中所察觉到的感性特质可能仅仅是视觉特征，出千习惯 · 我们

把这些特征 （更确切地说，这 是一种前提．绝非仅限于视觉一种感知）分为两大

类一一彩色和黑白 。要从概念上把握这些感性特质，艺术史学家有两种选择，这两

种选择其实区别并不大，皆为间接命名法。一方面，可借助于其他已知的感性知

觉，以之为参照，譬喻出所研究艺术作品的某种感性特质（例如，皮肤可硬如革或白

如粉，褶皱的形状如眼，披风似树叶般沙沙作响 ·色彩可如鼠般灰或如镐般黄等

等）；另一方面，也可尝试描绘出艺术作品的感性特质所激发出的情感，由此对其加

以命名（例如，线条可以撩动情感，色彩亦可或生动活泼或沉静肃穆） 。 显而易见，

两种做法都有其局限性，对艺术作品感性特质的命名永远难以做到毫厘不差，恰到

好处，因为它使用带有普遍性的语言（之所以普遍，就是因为它在语言上源出于概

念），决不可能恰到好处地传达出个体所特有的纯然定性的内容。。 对一组线条和

一堆色彩加以描述，无论语言何等鲜明活泼，也无论论述何等全面完整 ． 终究只能

暗示，难以呈现出某种现实状况之全貌 。 要描摹之物偏偏描米不出，实践中 · 艺术

史学家对此也是束手无策 ． 只好避而远之．常常不去对感性特质加以分类 ，而是满

足千对观察结果加以解说。 例如，”这几幅画中，人物的手部（或披风褶皱）绘画技

法相类似＂，又如，“人物头发的绘画使用了不同的技法”产 从方法上说，有一点很

(l) 或许有人会反驳，借助于一些数学术语 ． 如圆、椭圆．某些尤色特质可以精确确定 。 对此可做以下回

应：如果我们借助于圆或椭圆的具体表现·视其为可感知的实物．此时圆同具他比喻性语言，例如“眼

睛一般"、“丝绸一般”并无忏何区别．或者，也可以借助于圆或椭圆的抽象概念 ，视其为数学图形 ． 严格

地说·此时应说的就不是“圆＇人而是“一段曲线，曲线上任意一点到一个特定点的距离相等＂ 。 此时，所

描述的表现也失去了个性特质 ．而所描述出的办非实存的感性特质．而是一种理念图式 ． 这种图式构

成感性特质的理念基础 。

＠ 描述形象时．如果有谁想列出所有可能的颜色作为参考，注定是徒劳无功 ． 其成功的几率就如同列出

所有可能的形式一祥渺茫 。 所谓镐冀．其实在任何 件艺术作品 L的表现均有所不同 。 例如，画笔的

笔触各有不同，在形象上的位觉各有不同，与其相近的灰色或蓝绿色域也各有不同 。 虽然有这么多不

同，每次出现也只能将其描述为锅黄＂ 。 任何一种色彩的个性特质断然尤法轻易以言语加以类分 ． 非

但色彩如此·任何线条 、表面的具体表现都是如此。 说到底 ．色彩术语的问题在尸如果要思完全复制

出作品的色彩 ．其难度丝毫不亚于完全复制出作品的形状（ 不包含色彩 ）二 无论是对于色彩 ． 还是对于

形状语言在特质描述方面的表现相差不多．或者说同样糟糕。

15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艺术理论基本文献一一西方当代卷

重要，就是要强调感性特质的分类并不等同于风格标准的区分 。 就其自身而言，某

种分类如果仅仅能抓住了作品的感性特质，它并不能从根本上区分哪些线条是出

自艺术家之手，哪些线条又是由作品表面材料的开裂造成的 。 退一步说，即便能做

出区分，也就是说，从杂多的纯感性材料中提取出重要的艺术特征，如此这般的感

性特质观察也无力引导人们去理解风格标准 。 首先，应当确定，具有内在连贯性的

特定感性特质系列（不妨把这些系列称之为表现群 [complexes of manifestation]) 

满足了特定的样式原则；其次 ． 必须明白，所有此类原则能融会贯通，并无内在的矛

盾冲突，否则，风格就无从谈起 。 对于那种志在描述，并仅仅记录艺术作品的感性

特质的研究而言．上述两个前提暴露出此类研究的局限性 。 应当说，这样一种研究

既无法将观察结果排列有序，赋予其内在关联，最终形成一个整体，亦无法从观察

中得出任何能统辖整个作品的原则 。 因此，如果概念的唯一 目的就是界定艺术作

品的感性特质，就仅能指向某些事实，或许能够对它们做出某种程度上的描华，却

无对其做出明晰界定的可能 。 它们自身也决非判断风格的标准，至多也就是某种

基底，具有再阐释并最终形成某种风格标准的潜力 。 在艺术表现的风格分析中，如

果艺术史全然仰仗于只描述艺术作品感性特质的诸概念（或许可称之为暗示性或

演示性概念），此种艺术史从一开始就已注定颗粒无收 。 若果真如此，那么在艺术

史学家眼中·艺术作品和任何自然物也就没有任何区别了 。 也就是说，仅仅收集起

成百上于条孤立的观察，既不讲求你我彼此差别，亦不寻求纵横连贯的脉络，最后

所得到的只能是艺术作品的个人描述，至多也就是用多少带点儿诗歌式的语言把

某种感性经验描摹一番而已，却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艺术风格的描述 。

(2) 所谓的演示性概念仅能描述出艺术的感性特质，却无力描述出其风格标

准。 幸而，艺术史学家手中还有另外一套概念，可描述出风格标准，却在使用这些

概念时又不可避免要超出艺术作品的感性特质 。 此类概念包括画面和塑造、深度

和表面、形体和空间、现有风格和变动风格、色彩论和多色画法等，不一而足 。 毋庸

多言，此类概念与那些描述艺术作品之感性特质的概念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 。 艺

术中再现的狮子，或山脉景观，就其感性方面而言谈不上什么平面性、立体性、空间

性、色彩性，恰如真实世界中的狮子和山脉景观也一概与此类概念无缘。当我们使

用此类概念时，我们不再对感性特质加以界定和描述，而是对其加以阐释。 孤立的

视觉内容就其自身而言是纯然的个别，彼此间缺乏联系 。 阐释赋予它们内在关联，

使之形成群组，从平面、深度等不同的角度出发，赋予其特定的功能 。 必须把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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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视为艺术样式的有关原则的表达，其出现决非随机偶然，而是缘着相同的风格

主导原则结为一体。惟有如此，方有可能视其为风格标准，对它们加以讨论。凡适

用于普遍样式原则，描述出立体性、平面性等概念者，亦适用于其他更为个别特殊的

原则 。 我们注意到画面中人物身上披肩的褶皱，亦注意到人物的长宽比，却并非将这

些仅仅视为艺术作品的感性特质，而是希望由此得出艺术中披肩再现的原则 ，或人物

刻画的原则，进而把这些个别样式原则归结千作品中单一的主导性风格原则之上 。

举例而言，如何才能找出一套概念，以确定某件艺术作品是否出于两位艺术家

的合作（对于专家而言，这应当并非难事 ） ？ 两类不同的感性特质（例如人物面部的

两种类型）的碰撞会产生出许多差异，可如果没有统一的风格原则，艺术史学家不

得不把这些差异当成颇为自然并无足轻重的东西，犹如这个人物身上的披肩是红

色，而那个人物身上的披肩是蓝色 。 我们必须接受两个前提 ： 特定视觉表现群揭示

出特定的样式原则， 且各条原则贯然一体，无矛盾冲突 。 惟有如此，才能从感性特

质的差异中去发现风格的差异 。

适用于风格特征差异之理解者，自然也适用于风格特征契合之理解 。 艺术史学

家从特定的作品群中发现相同或相关的要素，并从风格的角度把它们列为一类 。 之

所以可做如此区分（既分离，又融合），基础恰恰在于相关作品在样式原则上契合或相

近，故而可以说，它们在风格特征上契合或相近 。 如果研究者仅仅凭借经验特质本身去

分组，而不去探究特质背后的指导原则 ，那就永远无法确定，自己列为同一类的作品是

否确有相同或相近的风格特征。 或许，他的分组不过是把尺寸、材料、色彩以及其他感

性方面有些类同的作品罗列在一起而巳，并不是将风格上相近的艺术杰作编为同类 。

其二，我再次强调，必须区分出标准艺术史概念的两个层次：一为表层概念，仅

仅具有暗示性或演示性，仅仅对艺术作品的感性特质做出界定和描述；二为深层概

念，惟有深层概念才真正对风格做出描述，遵循着风格标准 ． 对感性特质做出阐释，

将特定感性特质群视为特定样式原则的表现，再将各种样式原则视为统一风格原

则的分化呈现 。

现在，应当问一问，艺术史学家因何可以如此这般做出阐释？ 任何阐释，只要

不是妄加猜测，都需要拿出一套坚实、合理的界定标准 ｀ 并将其与阐释的对象相联

系 。 答案何处寻？此时已再清楚不过了，就是由艺术理论基础概念所阐述出的艺

术问题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性 。 这些基础问题就代表着合理的标准，可将其与艺

术作品的感性特质联系起来 。 这些问题掌握着观察的方向，将感性特质纳入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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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表现群中 ， 并根据风格标准做出阐释 。 只有以此类问题为导航，我们才能成功

地把感性特质纳入到特定表现群之中．并对其做出阐释 。 使用描述风格的语言 ，可

以说：”在这幅作品中 ． 可以看到形象的画面（或造型）的形式表现，或暗调的（或多

色法的）色彩样式 。”可实际上 ． 我们要说的是： “这幅作品中可发现一组，甚至全部

艺术基础问题 ． 它（们）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处理 。”首先，要借助于演示性概念（例

如粉白 ； 又如所有局部色涸中均加入灰色）记录下特定的表现群 （例如作品表面极

富＂肌理” ，或色彩样式极为统一 ） ；然后，再把这种“肌理”或“统一 “放到艺术基础问

题的透镜之下 ．加以观察分析 。 惟有遴循这样一套程序 · 感性特质的观察，无论是

黑白或是彩色 ．才能接触到一系列问题 ． 真正描述出作品的风格特色，而这些问题

的具体目标就是将艺术作品的感性特质同基础艺术问题联接到一起 。 同样，”在这

幅作品中．可以看到形象的平面造型”这句话，从根本上说意味着作品在面对视觉

价值和触觉价值这组对立时．是倾向于视觉价俏而压制触觉价俏的 。 如果说”作品

中人物身上披肩的褶皱具有装饰性” ．这也就是说 ． 该作品涉及一个很特别的问题，更

具体地说．是如何再现人物身上的披肩这一个别问题。 例如 ． 这个问题的一端是披肩

的特有形状 ， 另一端是人物的特有形体 ；或者说 ·一端是披肩的特有运动 ，另一端是人

物的特有运动 。 在哏前这部作品中 ． 解决方案偏向千披肩的特有形状和运动 。 进一

步所有具体艺术问题最终都要联系到基础问题之上，因此，该作品中的具体解决方

案也对一个基础问题做出了解答即在表面和深度的对立中 ·该作品倾向千表面 。

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看清 ． 为何艺术风格描述的两个前提条件必然存在 ，也就

是说，可感知的表现群彰显出了艺术的样式原则 ，而各种样式原则又服从千其背后

的统一风格原则 。 只有把特定表现群视为艺术问题的特定解决方案．才能把它们

理解为样式原则的具体表现 。 也就是说 ， 由它们可以看到，种种艺术基础问题和个

别问题如何得到解决 。 也只有当我们发现，种种艺术基础问题和个别问题实际上

均脱胎于同一个根本问题 ． 才能把握住既体现于具体的构图原则之中，又超出其之

外的统一风格原则 ． 该原则就是对艺术最根本问题的具体回答 。 更进一步说，也惟

有如此 ，方能看清 ．何以能从感性特质的远近异同中推导出风格特征的远近异同 。

之所以能这样做．就是因为（也必须以此为前提 ）从不同的感性特质中可以看出，同

一个艺术问题得到了不同的处理（任何一个具有内在连贯性的艺术创作主体对千

同一个艺术问题只会以一种方式加以处理 ） ： 之所 以会这样做，就是因为（也必须以

此为前提）从感性特质的契合或相近中可以看出，同一个艺术间题的处理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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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关（不同的艺术创作主体，或同一艺术创作主体在不同阶段上 ． 对千同一个艺

术问题的处理方法必然不同 ） 。

如果有入要描述出风格特征 ，无论他想或不想，知或不知 ，都必不可免会涉及

到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简述的领域，与其中的问题打上交道、不仅要对自己的观察

加以选择和组织，更重要的是，要创建一个概念体系 。 如果描述风格者否认同艺术

基础问题有关系 ． 只会有两种结果：其一 ， 其否认出于谬误 ； 其二 ． 其研究根本难以

担当风格描述的重任 。 CD

然而，作为艺术史家，这些艺术史学者们常常难以理解此类问题， 以及它们彼

此之间的内在联系 。 艺术理论家以发展艺术理论基础概念体系 ． 并由 此分化出艺

术理论专门概念为己任，作为艺术史家的艺术史的学者们处于其对立面 ， 驻足于经

验表现之中 。 如前所述 ·艺术史家可以清晰描绘出艺术的经验表现，却无力描绘 出

艺术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艺术理论家可以提供艺术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然而 ，

仅凭其一己之力却难以精确理解这些解决方案在现实中有着何种经验表现

(empirica l manifestations) 。 经验表现 ． 以及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史研究 ， 全然无法显

示出艺术基础问题 ．这些问题并不显现于现象之中 ． 而要到现象背后去找寻．故而

必然要经历一番探索，方可为人所理解、把握 。 这种探索并非艺术历史研究，而是

艺术理论研究 。 只有借助千埋论思考，也就是说，超出感性之外．就概念做一番沉

思，才有可能确立艺术研究的目 标，以此引 导艺术的经验研究 ，寸步不离 。 惟有借

助千艺术理论，方能理解艺术历史实践中出现的种种艺术问题 ， 并为这些问题的解

决提供种种基础概念和专门概念 。

2 

即便把艺术史视为“物的纯粹学问 ”(a pu比 science of things) 心如果要做风格

0 不可否认．早期的艺术研究者们对艺术基础问题不甚了 ）7 。 数 百年前 ． 以至数 1一年前 ， 不少思想家对

此类问题嗤之以林，甚至连瓦萨里也不能幸免。 当瓦萨里尝试描绘出一部艺术作品的风格时（例如 ．

他注意到某幅绘画具有浮雕效果） ，他也仅仅是下意识地提到了任何风格描述都无法回避的艺术基础

问题更具体地说，是由表面和深度的对立而衍生出的艺术基础问题。 （瓦萨里 ．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著名画家和美术史学家 。 一~译注）

＠ 帕诺夫斯基使用的原文是“DingwJssenschaft” 。 牛 津版 《康德全集 》把德语的 “DiuK “翻译成英语的

"thing”而不是“objec 1 ” （事物、对象 ） ． 因此我们这里把帕诺夫斯基的原文翻译成“ sc i ence of th ings " 

（ 物的学问 ） 。 或许 ． “ obj ect”一词同艺术史研究联系更密切些 ．但少了些许哲学意味 。 一－英译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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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去理解艺术作品的风格特征，甚至就其画面做一番描述，都不可避免要以种

种基础的和个别的艺术问题为基础 。 因此，应当说，基础的和个别艺术问题早巳存

在 ， 即便某位研究者可能无法清晰描绘出这些问题和概念，更有甚者，矢口否认它

们的存在 。 如果艺术史研究仅仅以种种由艺术理论所确立的艺术问题为基础、为

指导，不对此类问题加以反思，它就是“物的纯粹学问”。一旦艺术理论探索的成果

不再是从外部掌控着观察的选择，以及研究过程中概念的建立，而是直接渗入到艺

术史研究的思考之中，此时，研究者所指示和阐释的就不再是物质世界中的经验事

实，而是问题的形成与解决之间的抽象关系 。 此时，艺术史研究就不再是物的纯粹

学问，不再属于狭义的历史研究，而可能娥变为所谓超验艺术理论的研究 。 或许，

也可称其为彻底的阐释性研究，这种称法也许没有那么响亮，却更为准确 。 如果研

究者仅仅满足于风格的形态描述，倒也不必接受这种状态转变；可如果他希望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由风格的症候（外部意义上的风格 ）进而去理解艺术风格的本质，也

就是说，由内部，由“艺术意志“去理解风格，那他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 艺术作品中，

所谓样式原则实为艺术家本人的评论，舍此并无其他 。 种种样式原则为艺术家面

对种种艺术基础和个别问题时所做的评论，而种种样式原则背后的风格原则却是

艺术家在面对艺术之最根本问题时所做的评论 。 只有当答案与问题毫不含糊地相

遇时，样式原则，以及其背后的风格原则才能被理解 。 因此，作为物的纯粹学问，艺

术史研究可以以诸种艺术问题为指引，却不对这些问题本身加以思考；此时，它可

以理解风格标准及其汇总，却无力去理解种种样式原则，以及由它们所形成的合

力 。 后者属于更深层次的知识，研究者须对那些已知和既定的问题（相对于狭义的

艺术史研究）有着更为全面的理解和掌握，借助于艺术理论所构筑起的基础和专门

问题体系，对那些已知和既定的问题做出更深入的思考 。 惟有如此，方能系统地解

析出问题构成与解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 作为物的纯粹学问，艺术史研究只能

以个别的风格描述术语 T 去界定特定表现群 a，以个别的风格描述术语兀去界定

特定表现群 b，而艺术作品整体就是这些术语的累加，即 T+T1 。 与之不同，研究阐

释形式首先要以确定无疑的语言表明，在 a 所代表的表现群中，存在着一个艺术问

题 x；在 b 所代表的表现群中，存在着另一个艺术问题 y。每个问题均有特定的解决

方案，由此可以看出艺术家在一系列艺术基础问题和个别问题上的立场 。 因而，作

品的样式原则方能得到理解 。 其次，阐释性方法还要证明，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贯

然一体，无抵触之处 。 也就是说，表现群 a 之千问题 x，表现群 b 之于问题 y，表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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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之于问题 z，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 。 由此可以看出艺术家面对艺术根本问题

时的立场，也惟有如此方能理解种种样式原则背后的根本风格原则 。。 如此，也惟

有如此，科学的研究方能从内部、从“艺术意志”的意义上把握住风格，不再视其为

感性特质的累加，亦非风格标准的集合，而只能是既寓于具体样式原则之中，又超

然其上的整体原则 。 这种研究不单要与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悄然携手，更要与其

直接合作 。

如果说，”艺术意志”可以揭示出艺术表现的内在意义，那么将体现千视觉艺

术现象中的意义同音乐、诗歌的意义，甚至同艺术领域之外的种种现象的意义做

一番 比较，就不再会遇到重重阻碍 。 所有的哲学和神学学说，以至于所有的法律

典籍、语言系统 ， 都应视为哲学、宗教、法律、语言领域中问题的解决。正因如此 ，

人文学科的各个分支均与艺术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艺术科学巳表明，在

特定的艺术表现中，所有艺术问题的解决方式如出一辙。人文研究可以在更广阔

的范围内和更普遍的层次上证明，在特定的文化中（文化一词本身必须由时代、地

域、所涉及的人群加以界定），所有智识问题（其中也包括艺术问题）的解决方式如

CD 如上所述 ·具体艺术作品不可能直接面对艺术之根本问题，而必须绕个弯，借助于诸种艺术基础问题

和个别问题，才能接触到艺术之根本问题。 当然，所有这些艺术基础问题和个别问题都孕育于艺术之

根本问题之中 。 同样，仅仅研究一部具体的艺术作品也无法直接揭示出艺术家在面对艺术之根本问

题时的立场，以及由此所形成的风格原则 。 要做到这一点，研究者也必须绕个弯，将某部具体作品的

研究成果，按照完全相同的程式 ． 同一系列基础和个别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相比对 。 例如，如果研究

者能拿出证据，证明某位艺术家在解决彩色和黑白这一问题时，总是采取中和的立场，拿出中和的具

体解决方案 ， 由此他就能进一步证明．这位艺术家在面对艺术之根本问题时也采取中和的立场，拿出

中和的具体解决方案 。

＠ 艺术史惟有将其研究对象同一系列先验艺术问题挂钩，然后才能对其风格的重要性做出阐释 。 同

样 ．其他人文研究，尤其是哲学和神学，必须将经验观察置于类似的哲学、神学，以及其他问题之下，

惟有如此方能抓住经验观察的本质和意义。同样，这些问题也都具有先验性，惟有借助于系统化、

理论化的思维才能显现 。 我们这个学科可分为三大部分：艺术理论、作为物之学问的艺术史，以及

将前二者综合起来的阐释研究 。 其他人文学科中亦可见到类似的三分踪迹 。 举个与艺术研究扯

不上什么瓜葛的例子，可以看看法律问题研究的状况 。 作为物的纯粹学问，法律史必须对某条公

共法律规定从时空上做出明确界定 ． 对其物质内容做出讨论 ． 故而已假定了一系列法律基础问题

的必然存在（例如个体与社会的问题）。惟有如此，诸如国家、公民、责任等一系列概念方能自由

通行 ， 尽管这些概念的本质并未得到好好思考 。 惟有阐释性的法律史研究才会明白指出 ， 某条规

定涉及到哪些基础法律问题 ． 又采取了什么样的具体立场 。 最终 ． 能理解这些基础问题本身，并

根据这些基础问题提出普遍框架的，依旧是理论；也惟有理论，方具有此等创根问底、竣流溯源的

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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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基本文献一一－西方当代卷

出一辙卢 当然，这一对比过程的运用之中也存在着危险，不容人们忽视。当今所

面临的问题不是应用太少，而是恰恰相反，应用太多、太急（一心想揭示艺术科学与

其他人文研究的类同，往往会匆匆得出结论，对种种现象的解释随心所欲，甚至简

单租暴） 。 尽管如此，不应否认，这种应用存在着纯理论的基础，不仅可行，更有着

充分的理由去尝试。＠

艺术理论的诸种基础和专门概念衍生出各种问题，这一系列基础和专门概念

不仅掌握着艺术史经验研究的枢机，同时也是艺术的阐释性研究的常备概念，向着

“艺术意志”的理解迈进。出于这一原因，艺术理论始终应当关注事实性研究的不

断发展（借用康德的话，离开了事实研究，理论将走向空洞）；可与此同时，事实的经

验研究更应关注艺术理论不偏不倚的发展（离开理论，经验的观察将趋千盲目）。

最终，二者须通力合作，若一人能贯通经验研究和艺术理论 ，则为最佳 。

回顾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史，这种相互关系即可得到证明。约翰 · 约阿辛．

0 帕诺夫斯基此处使用了 humanities（人文学科）在德语中的对应词 Geisteswissenschaften ，直译过来，该

词的意思是“精神科学”(sciences of the mind) 。该词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 所

提出的“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s)发展而来 ，重在赋予人文学科以科学研究的地位｀令其同自然科学

既有所区别，又并驾齐驱 。 帕诺夫斯基的另一个术语 Kunstwissenscha Jt ，本文中翻译为“艺术科学”

(science of art) ，与此也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一英译注

＠ 有些比较者，例如施纳斯(Schnaase汃里格尔｀德沃夏克(Dvorak) ，仅仅满足于指出，某些文化表现（例

如反宗教改革运动和巴洛克风格）对千特定的问题拿出类似的解决方案，因此展现出相同的“文化意

志”(Kulturu刀llen ) 。这种方法的危险性要小一些。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人采用病理学方法，试图确

定相近文化表现间的因果关系 ，后一种方法所面临的危险要大得多 。 结果可能是：一位研究者由反宗

教改革运动推导出巴洛克风格，另一位研究者则凭借巴洛克风格去解释宗教改革运动，甚至还有第三

位研究者，否认巴洛克风格和反宗教改革运动之间有任何关系 。 读者可参阅本文发表之后引起我注

意的一篇文章： Karl Mannheim, "Beitrage zur Theorie der Weltanschauungsinterpretation," Jahrbuch 

fur K unstgeschichte n. s. 1 (1923), pp. 236一274；该文由保罗 · 凯克斯克米提(Paul Kecskemeti) 和

柯尔特 · 沃尔夫 (Kurt H . Wolff )译为英语，题为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Weltanschauung” ，收入

Wolff, ed., From Karl Mannheim (New York, 1971) , pp. 8—58 。 （关于曼海姆的文章对帕诺夫斯

基后来图像学研究的影响，可参见 John Hart, "Erwin Panofsky and Karl Mannheim : A Dialogue on 

Interpretation," Critical Inquiry 19 [ Spring 1993 ] , pp. 534一566, 以及 Jeremy Tanner, 

''in troduct ion, " Tanner, ed., The Sociology of A rt: A Reader [ London, 2003], pp. 1 （尸12。英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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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关系：向艺术科学基础概念体系迈进

温克尔曼。首开艺术风格史自觉研究之先河，可他也强烈感到，须将自己的古代艺

术史研究置于一系列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原则之下（更无须提及温克尔曼对德国和

英国美学的借鉴） 。 温克尔曼时常打断自己的艺术史叙述，转而讨论起这些原则，

看上去放任，实则不然 。 继温克尔曼之后，儒默尔©首次把艺术史研究变成一门科

学，称他为艺术史科学之父并不为过 。 在儒默尔所撰写的 《意大利研究 》 ( Ita lian

Studies) 的《导言 》中，他首次尝试构建起一个艺术问题体系，看来这并非偶然 。 儒默

尔特意把这一章命名为《艺术之家 》 ( " The Household of Art”) ，不应把该章看成儒

默尔艺术史研究的细枝末节，毫无用处，而应当看到，该章同儒默尔的艺术史研究

有着必然的关联 。 反观今日之艺术史研究者们，他们已无须时时亲手打造出一系

列概念，常常避开理论建构工作 。 然而，这不也恰恰表明，无论是自觉或是不自觉，

都无法避开理论建构的成果吗？今时今日，即便是最为经验的艺术史研究，无论其

实际方法，还是其概念建构，都无法摆脱受制于艺术理论思维的命运 。

艺术理论和艺术史若毫无共同之处，倒也省事，也犯不上从源头去讨论什么方

法问题了 。 可实际上，二者偏偏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它源

出于以下事实 ： 和所有心灵创造活动的产品一样，艺术作品也具有双重特点。一方

面，它受制于具体的时空背景；另一方面，它又回答了一系列先验问题，在观念上具

有永恒和绝对的性质。艺术作品涌现于历史的潮流之中，却又超然千历史之上，具

有更高的效力 。 因此，要真正理解某个艺术现象的独一无二之处，就有两点要求 ：

一方面，要了解其决定过程，也就是说，把现象放到因果链条的历史背景之中；另一

方面在其绝对论意义上来理解，跳出因果链条的历史背景 ． 超越一切相对性，将其

视为一些时间—时间的非空间消散一非空间问题 。 这是一切人文研究所面临的特

有难题，却也正是人文研究魅力之所在 。 达 · 芬奇在谈及建筑的拱顶时就说过 ：

“单独一点软弱无力，可两点加在一起就坚固无比 。 ”

最后，总结上文所述，提出以下几个要点：

(1) 艺术理论发展出基础概念系统，在这一系统之下又发展出专门概念系统 。

无论是基础概念系统，还是专门概念系统，其任务都是阐述艺术问题 。 艺术问题又

有基础和个别之分，而无论基础艺术问题，或是个别艺术问题 ， 最终都可由一个独

CD 约翰·约阿辛 · 温克尔曼 (Johann Joachin Winckelmann ) . 1 8 世纪德国艺术史家 。 一—译注

＠ 卡尔 · 弗雷德里希 · 儒默尔 ( Ka rl Friedrich Rumohr ) . 1 9 世纪德国艺术史家。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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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基本文献——西方当代卷

特的根本性问题推导而出 。

(2) 作为物的纯粹学问，艺术史之作用就是借助于暗示性或演示性概念，来描

述艺术作品的感性特质，并借助千种种阐释性／描述性概念，从外部确定艺术作品

的风格，即视作品的风格为各种风格标准的汇集 。 无论有意或无意，这种纯形态上

的和纯风格上的操作，必须以各种艺术问题为指路明灯；只有艺术理论，而非艺术

史本身，方能理解这些艺术问题，并为之提供相应的概念 。

(3 ) 作为阐释性学科，艺术史以理解“艺术意志”为己任 。 惟有当纯经验的艺术

史研究与艺术理论紧密携手，并采两家研究之成果，这样一门学科才能建立起来 。

这样一门学科要能够明确地、系统地揭示出艺术作品的感性特质与种种艺术问题

的内在联系（那种作为物之纯粹学问的艺术史总是把这些问题视为当然，却从不去

创根问底），因此，它所关注的也不再是历史现实，而是艺术问题的形成与解决之间

错综复杂的关系，历史现实不过为间题的形成和解决提供了上演的舞台 。

如果作为阐释的艺术史能把某些表现群和某些基础艺术问题以及个别艺术问

题相互关联起来，就能形成特定的样式原则；更进一步说，如果此种艺术史能将全

部表现群同艺术根本问题关联起来，也就是说，找到一条根本性风格原则，以此将

所有的个别样式原则结为一体，它就把“艺术意志＂牢牢抓在了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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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等 。

艺术的非人化 晏

［西 J奥尔特加著 周宪吐 译

何塞 · 奥尔特加 . y . 加塞特 (Jose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 ，西班牙 20 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 。

1904 年获马德里中央大学博士学位，后去德国研究哲学

四年， 1910 年起任马德里中央大学哲学教授 。 奥尔特加

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有敏锐的观察和分析，他系统地研

究了现代主义（他称为“新艺术”)的特点，并对现代大众

生活有深刻的批判 。 著有《（ 堂吉诃德 〉 的沉思 》《 艺术的

非人化及小说札记 》《 大众的反叛》《论委拉斯凯兹和戈

这篇文章着重讨论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典型特征，那就是对传统的拒

斥和对写实风格的颠覆。 所谓艺术的“非人化”就是不再呈现人们所熟悉的世

界，而是表征了一个充满了奇思异想的艺术世界，抽象性、平面化等必然成为

现代主义艺术的主流倾向 。 奥尔特加认为．现代主义艺术家所以热衷于如此

之多的新奇表现手法和形象，意在割断人们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关联 ． 进入一个

奇思妙想的世界。 所以，现代主义的艺术风格迥异于此前的任何艺术风格，对大

众来说注定是难以理解和不流行的 。 奥尔特加从哲学的高度概括出现代主义艺

术的七个典型特征，其中“非人化”是最重要的特征，它决定了其他诸多特征。

＊本文原载奥尔特加： 《艺术的非人化即小说札记 》 ．译自贝特编 ． 《文评精粹》 ． 哈克特布里斯乔瓦诺维

奇出版社 1 970 年版。一—译注

＊＊ 周宪 ，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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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基本文献一—西方当代卷

一、新艺术无法通俗

一切现代艺术都是不可能通俗的，这决非偶然，而是不可避免和注定如此 。

据说，艺术风格中的后来者总要经过一个遭受冷遇的阶段 。 这使我想到了雨

果＠的戏剧《欧那尼 》曾引发过的一场”论战”，以及其他一些涉及到浪漫主义问世的

论证 。 然而 ．今日艺术的不可通俗性却是另一种类型 。 我们必须在不通俗的东西

和无法通俗的东西之间找到一种差异。一种新风格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便获得了流

行普及 ，这是不通俗 ， 却不是无法通俗 。 尽管浪漫主义常被引证为例子，但浪漫主

义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它的出现的确与现在的艺术情境完全不同 。 浪漫主义很

快地赢得了旧的古典艺术从不能吸引的“民众”……

另一方面，现代艺术总有一个与之相对立的大众，因而它本质上是无法通俗

的，更进一步讲，它是反通俗的 。 任何现代艺术作品都自发地对一般大众造成了某

种好奇的效果 。 它把大众分为两部分 ：一是小部分热衷于现代艺术的人，二是绝大

多数对它抱有敌意的大众 。 因此，艺术作品起着社会催化剂的作用，把无形的人们

分为两个不同的阶层 。

是什么区分性原则导致了这两个彼此敌对的群体呢？每件艺术品都会引起不

同的反响，一些人喜欢它，另一些人则讨厌它；某些人非常喜欢，另一些人则不那么

喜欢 。 这类不一致并无什么系统化的特征，它们与原则问题无关 。 一个人的潜在

心理倾向决定了他将站在哪一边 。 然而，就新艺术而言 ， 分裂却发生在比个人趣味

差异更深的层面上 。 这并不是说多数人不喜欢年轻的艺术而少数人则偏爱它，而

是说多数人或大众根本不理解这种艺术 。 那些出席《欧那尼 》演出的老派大人物们

完全理解雨果的这出戏剧；确切地说，他们之所以不喜欢这出戏，是因为他们理解

它 。 他们恪守有限的审美规范，因而讨厌这出戏所提出的新的艺术价值 。

我以为，“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现代艺术的典型特征是把人们分为两类，一类

人理解它，而另一类人则不能 。 这就意味着，一部分人有某种理解官能而另一部分

入则没有，就好像是人类的两种不同变体 。 新艺术并不像浪漫主义那样是面向一

切人的，而是面向有特殊天赋的少数人 。 这在民众中引起了愤慨….. .

币果 (Victor I-! ugo , 1 802- 1 8K5) ． 法国作家。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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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非人化

二、艺术性的艺术

倘使说新艺术无法接近每一个人，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艺术冲动不属于一般

人。 概括地说，它不是一种为所有入的艺术，而是为了一个特殊阶层，这类入虽不

更优秀，却与其他人显而易见地有所不同 。

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有一个要点必须澄清 。 什么是大多数人所说的审美愉

悦？当人们“喜欢”一部艺术作品（如戏剧演出）时，他们内心发生了什么？答案很

简单。一个人对某部戏剧向他展示的人类命运感兴趣时，剧中人物的喜怒爱憎完

全打动了他，以至千他介入其中，就好像它是像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所以他

便会喜欢这出戏 。 如果这出戏所创造的想象性人物看起来如同生活中的真人一

般，他便认为这部作品”很好” 。 在诗中，他期望着诗人所表达的人类的激情与痛

苦。如果他在绘画中发现自己想见到的男女人物形象时，他就被这幅画所吸引 。

一幅风景画之所以被认为是“迷人的＂，是因为它所描绘的乡村景色足以让人流连

忘返……

19 世纪的艺术家以一种不纯粹的方式进行创作 。 他们把严格的审美要素减少

到最低限度，使其作品几乎完全存在于人类现实的虚构方式之中 。 在这个意义上

说，上个世纪所有常见的艺术都必须被叫作写实的……

然而在分析本世纪新艺术风格时，我们发现它包含了几个密切相关的倾向 。

新风格倾向于：（ 1 ）将艺术非人化；（2）避免生动的形式；（3）认为艺术品就是艺术品

而不是别的什么；（ 4）把艺术视作游戏和无价值之物；（5）本质上是反讽的；（6 ）生怕

被复制仿造，因而精心加以完成；（7）把艺术当作无超越性结果的事物……

三、非人化

这里，不妨把一幅这种新风格的画与 1860 年的一幅画加以比较 。 最简便的方

式是从画所描绘的对象开始，如—个人、一幢房子或一座山 。 1 860 年的画家并不想

在画中赋予这些对象更多的东西，这些描绘物象与画外的事物有着相同的形态和

氛围。就好像是“有生命的”或“人的“现实的一个部分一样 。 除此而外，他也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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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的审美雄心所感召，然而，我们感兴趣的是他所恪守的这种相似性 。 人、房子、

山在画中很快可以辨识出来，它们是我们的“老朋友 ” 。 可是在一幅现代绘画中，我

们无法辨识出这些对象 。 这或许可以假定，现代画家已无法达到这种相似性 。 不

过， 1860 年的某些绘画作品＂粗制滥造“，画中的物象也显然有别于现实中所对应的

事物。无论这种差异何在，传统艺术家的迷误都在于指向“人的“对象；他们失落在

走向人的对象之途中，正像塞万提斯。当年要画家奥瓦内哈＠启蒙他的公众所说的

那样 ： “这是一只公鸡 ！ ”在现代绘画中，却发生了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 。 这并不是

说现代画家愚笨，因为他背离了自然事物，不能描绘自然的（自然的＝入的）事物，

而是说这些偏离直接与导向现实的事物相对立 。

现代艺术家不再笨拙地朝向现实世界，而是朝与之相对立的方向行进 。 他明

目张胆地把现实世界变形，打碎人的形态，并使之非人化 。 我们能同传统绘画中所

描绘的事物想象性地交流，许多年轻的英国人可以和乔康达©相爱 。 但是，要与现

代绘画所表现的对象交流是不可能的 。 通过剥夺“生活“现实的外观，现代艺术家

摧毁了把我们带回自己日常现实的桥梁和航船，把我们禁铜在一个艰深莫测的世

界中，这个世界充满了人的交流所无法想象的事物 。 现代艺术家迫使我们即兴发

明一些交流的新形式，它们全然有别于同事物交流的惯常方式 。 为了适应他们创

作的稀奇古怪的形象，我们必须创造一些前所未闻的方式来理解它 。 这种以取消

自然存在的生活为前提条件的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理解和艺术

愉悦 。 并不是说这种生活缺乏感情和激情，而是说这些感情与激情显然属于某种

不能覆盖基本人类生活的峰峦山谷的植物区系 。 在我们时代内倾性的艺术家身

上，这些极端事物唤起的是某种派生的激情、特殊的审美情感。＠

或许可以说，为实现这个结果，必须消解诸多人的形式 人、房屋、山 然

后再建构出完全新颖独特的形象 。 不过 ， 这是不可能的 。 即使在最抽象的装饰线

条中，也会隐含着对某些“自然的”形式的顽固联想 。 其次，亦即最要紧的一点是，

我们之所以说这种艺术是非人的，不只是由于它不包含人的事物，而且是因为它显

然是一种非人化(dehumanization ) 的行为 。 年轻艺术家逃离了人的世界，与其说他

(j) 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 1547—1616) ，西班牙小说家 。 译注

＠ 奥瓦内哈，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画家 。 译注

＠ 达 · 芬奇所画的《蒙娜丽莎》。一一译注

@ “极端主义”(ultraism)是说明这种新感性最合适的称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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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目的地在何处，不如说他更关心从哪走向目的地，亦即彻底摧毁人的外观 。 这

里的问题不是画出什么全然有别于一个人、一幢房屋或一座山峰的东西，而是画出

一个根本不像人的人；画出一幢需要展示出变形的房屋；画出一个从通常是山的地

方冒出来的圆锥体，就像蛇蜕皮一般地冒出来 。 对现代艺术家来说，审美的愉悦就

来自这种战胜人类事务的胜利 。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艺术家总是不得不通过描绘出

被绞死的受难者来彰显胜利 。

人们也许认为现实是简单的，但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 。 画出或说出弄不清楚

是什么的事物并不困难，画出或说出愚钝而尤价值的东西也毫不困难 。 人们只需

要汇集彼此无关的词语，或画出无规律的线条即可 。 但是，要建构某种不属于“自

然“摹本的东西进而把握其本质，这却是一种非凡的技艺，它简直就是天才之所以

为天才的前提条件……

四、过去的消极影响

在《现代主题》一书中，我曾经指出，集体鉴赏力的任何变化的最初征兆，往往

就出现在艺术和纯科学中，这是因为艺术和纯科学是最自由不拘的活动，很少受制

于社会条件 。 人对生活的态度的根本转变，倾向于在艺术创造和科学理论中寻找

最初的表现 。 这两个领域精妙的创造活动对精神季风的微微拂动异常敏感 。 在西

班牙，我们清晨打开窗户，看看外面烟囡飘出的烟怎样，便弄清今日风向风力如何；

与此相仿，为了类似的气象学目标，我们可以研究年轻一代的艺术与科学 。

第一步是先描述出新现象，这已在上文中做了讨论 。 现在，我们要提出的间题

是：现代艺术是何种新生活方式的先兆或征兆？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对影响现

代艺术新面貌的原因做出分析。现代艺术为何要非人化？为什么厌弃生动的表现

形式？同一切历史现象一样，新艺术是从许多错综纠结的根源中生成出来的，敏锐

的洞察力可以发现这些根源 。 这种考察将是十分严肃的工作，且尤懈可击 。 诚然，

别的原因也许存在，但有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它也许不是决定性的 。

我们很少会过分强调艺术的过去始终对艺术未来有所影响 。 艺术家个人鉴赏

力与现存艺术之间的冲突，导致了艺术家心中的某种化学反应 。 他发现自己并非

独自一人面对世界，在他与面前这个世界的关系中，总会以某种艺术传统为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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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中介就像是一个口译者。 独创性对以往艺术品的美会引起什么反应呢？这种

反应不是肯定便是否定 。 艺术家要么同过去相一致，并把过去视作自己的遗产，这

使他感到一种使之不断完善的召唤力；要么，他会发现自己对以往的、通常被夸耀

的艺术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无穷厌恶 。 在前一种情况下，艺术家乐于落入传统规范

之中并重复其某些神圣的模式；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不但会偏离业已确立的传统，

而且同样乐于阐明自己的作品，对由来已久的规范提出质疑 。

当人们说到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时．后一种情况很容易被忽视 。 某个时代的某

件艺术品也许是步前代的其他作品之后尘 ． 这是不难发现的。然而 ， 注意到过去的

消极影响，以及意识到新风格往往在同传统风格的自觉对抗中产生，却不那么

容易 。

从浪漫主义到现在，艺术的发展已很难理解了，除非把这种嘲弄性攻击的消极

心态看成是审美愉悦的一个因素 。 波德莱尔 CD之所以会赞美黑色的维纳斯，确切地

说是因为古典的维纳斯从来都是白人 。 从那以后的各种风格包蕴了越来越多的嘲

讽和贬斥，直到今天 ．这种新艺术几乎完全抛弃了旧艺术 。 其原因不难发现。妇一

种艺术在没有巨大断裂和历史灾难的条件下追随几百年来持续不断的演变过程

时，其结果是继续积累，传统的重负愈来愈阻碍着当下的灵感 。 或者换一种说法，

传统风格的不断积累妨碍了新艺术家与其所处的世界做直接的富有独创性的交

流 。 这就导致以下情况，要么是传统窒息了一切创造力一一像埃及、拜占廷或东方

国家那样 ；要么是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改变了艺术的面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新艺术一步接一步地摆脱了威胁窒息自己的旧艺术。后者是欧洲的典型情境，它

那朝向未来的本能贯穿于整个欧洲历史之中，与东方那不可救药的传统主义形成

了鲜明的对照 。

我所说的非人化和厌弃生动形式倾向，有很多就是受到对现实之传统解释的

颠疫的感召 。 批判的力度与距离成反 比，整个 19 世纪都可以感到辛辣的嘲讽，那个

世纪的进程已隐含了值得注意的与传统风格的对立。 另一方面，新的鉴赏力展现

出对时空上远离的史前或荒蛮的原始主义艺术不可思议的热情。事实上，那些原

始作品中吸引着现代艺术家的东西，完全不是它们的艺术特质，而是不存在的

传统 。

0 波德莱尔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 1821 —1 867) ，法国诗人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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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我们现在来简略地考虑以下问题：在对过去艺术的攻击中展现何种类型

的生活？那么，我们便会看到一个奇怪而又令人不安的事实 。 攻击以往的一切艺

术，这是否意味着转到反对艺术本身呢？假如现在受宠的并不是这样的艺术，那

么，确切地说，艺术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那种对纯艺术的热情，难道是掩盖人们腻味和憎恶艺术的面具？但是，这样的

事又如何可能呢？憎恶艺术不可能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发展；它与憎恶科学、憎恶

国家总的来说与憎恶整个文明齐头并进。 西方现代人怀有一种令人痛心的反对

自己历史本质的恶意，这种事可能吗？他感受到了中世纪僧侣厌恶自 己职业那样

的事吗？中世纪僧侣经过多年宗教修炼后，开始讨厌那些曾塑造他们的生活原

则 ... . . . (l)

五、注定反讽

我们已经看到，就其最一般的方面而言，新的艺术风格特征在于排除人的所有

因素，只保留纯粹的艺术因素，这似乎暴露出对艺术的巨大热情 。 然而，当我们环

绕这种现象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时，便会瞥见腻味或鄙夷那从未料想到的扭曲面

目。某种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还必须加以强调 。 这个矛盾鲜明地揭示 了现代

艺术含混不清的本性，这丝毫不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含混一直是近年来的种种重

要问题……

艺术退却到自身的最初结果是禁止一切情感 (pathos ) 。 负载着“人性”的艺术

已变得和生活一样沉重 。 这是一件极其严肃和神圣的事 。 在叔本华©和瓦格纳©那

里，艺术总是怀着拯救人类的博大雄心 。 因此，现代灵感毫无例外是滑稽的，这的

确是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 。 这种滑稽也许多少有点经过了提炼 ， 从公开的丑角到

轻微嘲讽无奇不有，但不管什么方式，滑稽总在那儿 。 这不并是说作品的内容是喜

(D 分析一下昨天的艺术消极影响今天艺术的心理机制是很有趣的 。 有一个东西是显而易 见的．那就是

厌倦 ． 某种风格的简单重复有一种钝化和使人厌烦的效果 。 在《 艺术史原理 》 (London. 1 932) 中， 沃

尔夫林提到厌烦的作用，它再次激发了艺术．并驱使它创造出新形式 。 同样的原理也可用千文学 。

＠ 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 , 1788一 1860 ) ， 德国哲学家 。 译注

＠ 瓦格纳 (Wilhelm Richard Wagner, 1 8 1 3-1883) ，德国音乐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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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性的 如果这样也就重回“人的“风格模式或类型 而是说，无论内容是什

么，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戏谑嘲弄。寻找作为虚构的虚构－我们已经指出，现代艺

术就是这么干的 是一个无法实施的主张，除非毫无诚意地开玩笑。现代艺术

所以被欣赏，恰恰是由于它被视为一场闹剧 。 正是这种特质，所以较少超前趣味的

人是无法理解年轻入的作品的 。 在这些人看来，现代绘画和音乐完全是一场”闹

剧“（就这个词的贬义而言），他们决不相信成为一场闹剧的东西仍保持着艺术的使

命和德行 。 如果现代艺术家想得到以往“严肃“艺术家同样的地位，如果立体主义

画家期待着得到米开朗基罗那样庄重的而非宗教上的地位，那么，艺术就会是一场

贬义上的＂闹剧” 。 然而，现代艺术家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邀请我们观看实属一场玩

笑的艺术片断，它本质上是对艺术自身的戏弄，因为这正是现代灵感的滑稽性质所

要表达的东西 。 新艺术并不是嘲弄其他人或事，没有受害者就没有喜剧，它要嘲弄

的正是艺术自身 。

入们为何对这一点感到愤慨呢？ 艺术从未在这样的嘲弄中如此鲜明地展示自

身的神秘禀赋。 正是由于这一自我毁灭的姿态，艺术才仍旧是艺术，艺术的自我否

定不可思议地使之得以保存并取得胜利 。

我很怀疑，那些没有反讽冲动的诗歌、绘画或乐曲，是否能给我们时代的任何

年轻人留下深刻印象……

确实，无可避免的反讽冲动把某种单调乏味传给了现代艺术，它必然在考验人

们的耐心 。 然而 ，腻味与热情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解决。首要的是通过作为严肃

事务的艺术来唤起，其次才是寻找艺术作为一场闹剧和嘲笑一切（包括艺术自己）

的胜利 。 这种闹剧和嘲笑如同在多面镜子构成的系统中所看到的那样，没有最终

的形态，不停地彼此映现，一切都最终被嘲弄，并展示为纯粹的意象 。

六、艺术是件微不足道的事

（整个 19 世纪）艺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下两个原因：探讨入性最深层的问题，

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追求，艺术由此得到了自身的确证和尊严 。 伟大的诗人或音

乐天才在大众面前显出庄严的神态，一副预言家和宗教奠基人的模样，一种对世界

现状负有责任的政治家的威严姿态，这是引人注 目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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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今天如果艺术家被委以如此重大的使命，被迫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这

些问题，那他一定会很吃惊。在他看来，艺术王国只在这样的地方出现，那儿的氛

围使人感到各种东西摆脱了规矩的镜铸，稀奇古怪地跳跃起来 。 在这种踞着脚尖

的旋转中，艺术家发现了使艺术女神存在的最佳理由。如果艺术要拯救入，那就只

能通过把人从生活的严肃性中解救出来，使他回到意想不到的幼稚状态 。 艺术的

象征又一次在伟大潘神Q)的魔笛中见到，这支魔笛使小山羊在林边蹦蹦跳跳 。

现代艺术是把年轻的生命输入古老世界的某种尝试，这么来解释也就可以理

解现代艺术了 。 要解释其他风格，就必须联系到戏剧性的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或

联系到深邃的宗教和哲学思潮 。 新风格只要求与体育游戏的胜利联系起来，因为

他们同宗同源……

现代艺术的所有特征可以概括为一个．即它宣称自己是多么的不重要，然而，

这个特征反过来表明，艺术在人类活动和兴趣的层次系统中业已改变了自己的地

位。这些人类活动和兴趣可以借助一系列的向心循环来说明，这种循环的半径丈

量着偏离生活轴心的动态距离，而在轴心处则运行着人的最高意愿 。 人类的所有

事务 不论是有关生活的还是有关文化的 都在环绕这系统砰砰跳动的中心

的若干轨道上运行 。 艺术像科学和政治一样，往往是非常接近这个热情的轴心（亦

即我们的脊梁），然而现在它已向外圈移动 。 虽然艺术并未丧失自身的属性，但它

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

趋向千纯艺术的潮流，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暴露出妄自尊大，而是显示

出质朴谦逊 。 摆脱了人类感情的艺术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艺术恰恰不再有其

他虚饰了……

CD 潘神 (Pan) . 希腊神话中专司羊群和牧羊人的神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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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J福西永著 张驭茜扫 译

福西永 (Henri Foci llon, 1881一1943) ，法国艺术

史家 。 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进入艺术圈，在罗丹等艺

术大师的熏陶中成长 。 毕业于巴黎高师，曾任里昂美

术馆馆长，并且担任里昂大学、索邦大学、法兰西公学

艺术史教授。 二战期间流亡美国，任教于耶鲁大学 。

福西永以研究中世纪艺术见长，著有《 罗马雕塑艺术》 、

《 西方艺术 》(2 卷本）等 。 同时他对艺术理论也颇有研

究，著有《 形式的生命》等。

福西永以探究艺术形式而著称，在这篇论文中，

他着重讨论了法国革命对艺术的影响 。 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

的情感、趣味、道德和生活方式，虽然并没有改变所有艺术，但却通过一些伟

大的艺术家和建造师，重新塑造了法国及其艺术 。 福西永看重分析了画家大

卫和一些建造师 ． 指出了 法国大革命所塑造的独特的朴实风格，它与此前的

艺术截然不同，它是某种法兰西特质的呈现 。 它充满了英雄气概，形成新的

艺术经典 。 福西永的结论是 ： “道德进入街道，颠覆王权，向人民训话 。 ”“革命

艺术之伟大在于一个时代和其声震远方的回声的力量之伟大 。 ”

形形色色的革命并不一定能创造出它们自己的艺术。革命作用于国家政体，

＊本文译自法文版《法国和国外哲学杂志 》 1939 年第 1 2 期 。 ——译注

＊＊张驭茜，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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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生活风格，确定一种基调，但运用的依旧是以前的形式，因为革命很少出现断

裂的情况 。 革命的伟大不在于突发性和彻底性的颠稷 ． 而在千对一段酝酿革命的

过去的实现 。 它们是狂热的继承者 。 在政治和道德秩序中，没有数百年的既往

史，如何去理解法国大革命呢？不通过前几代人的努力，又怎样去解释法国大革

命呢？ 在赋予它们以形式并诉诸行动之前，会有某种类似千精神劳作的东西，

长期地针对内心之思进行实验 。 这些运动在精神上的意义是，它们以一种毫不

妥协的纯粹来阐明某些一直含糊不清的定义 。 但是这些明确的要点不是从实

验室中得来，而是都围绕在这些运动周围 。 革命沉浸在混乱的人群之中，在前

人与后来者之中 。 它们是现实性彻底而富有活力的表现，并与其他的时间形态

相抗争 。

自 12 世纪以降，法国的每一次革命都是一种对秩序的追求，是从广义上定义人

类的尝试。 我们所说的这个词 大革命 ( la R如olution ) ，它补全或吸纳了所有的

革命，它为现代世界提供了规则，并制定了自由的原则 。 米什莱研兑仅就其精神而

言，法兰西就得到了自我实现 。 它一下子就恢复了建设性的力星，并切实地活在其

伟大的人类使命之中 。 由 法兰西坚韧的特质在风暴中心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政体、

那些迎战于涡流中心的卓越竞技者以及那些为保卫祖国和律法所应支持的抗争，

它们不是某个党派的年鉴和先驱，而是传统的宝藏所渴慕的 。 大革命拥有普遍的

意义 。 基千它，这一非凡的时代坐标在我们历史生活的深处延续 。 从大革命的顶

峰，人们凝视自由人的命运 。

大革命的政治历史没能让我们了解它的全部 。 诚然，正是在新的公共秩序中

产生了重要的事物、形成了伟大的斗争 。 但大革命把人视为一个包含人的情感、本

能、鉴赏力 、道德、生活方式、说话方式和喜好方式的整体 。 它创造了一种道德生

活，激活了一种诗学，传播了一种艺术 。 为了承载激情的能量，大革命拥有了它自

己的语言 。 它具有可塑的形式和崇高的形象 这些不但是其梦想的装饰，还是

其激情的养料和善的典范 。 从大革命的内部喷涌出簇拥着共和国欢乐和忧愁的不

可磨灭的歌 。 因此革命艺术之伟大在于一个时代和其声震远方的回声的力量之

伟大 。

CD 于勒 · 米什莱 (Ju压 Michelet. 1798~ 1874 ) ．法国史学家。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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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没有创造与其相关的所有艺术形式，也没让这些艺术形式突然涌现于

巴黎街头。正如它不是由“网球场誓言”©的新近法学家智翡团所提出的那样，它

没有构想和强加某种由必要性而产生的美学 。 受惠于为它在一切领域做足准备

的伟大世纪，换言之，在我国的其他形式的艺术中，大革命 法兰西历史之

女一运用武力表达了某些基本诉求 。 可能我们需要通过雅致、价值和美来反思

那个被普遍采纳了的关于法兰西特质的定义 。 确实，我们自身的这一方面与大师

们在才智和品味上最微妙的德性相关 。 然而，法兰西是萨里克的法兰克人©的国

家 。 在法兰西， 一直存在能够扩充和提升它的力量，总有一些异常坚韧的人在

艰难的道路上寻求生活的意义，直到遁世 (renoncement) ，直到绝对 。 在亲切的

表面下，甚至在宏伟与享乐的气氛之中，人们同样有能力思忖我国那贯穿于时

间的深厚特质是否就在那里。一个又一个世纪，我们获得了大量不容置疑的例

证，从西多修道会©修士到冉森教＠教徒，再到雅各宾党人，直至 1 9 世纪的混战 。

CD 1774 年路易十六继位之后，法国时常发生饥荒 ， 统治阶级挥霍无度，法国国库空虚，不得已召开三级

会议试图向第三等级的人征税，而这一等级中的资产阶级则希望以此为契机改变自己政治上无权的

现状 。 由于各为自己谋利，这次会议以失败告终并被迫中止。在群众革命热情鼓舞下．第三等级决定

自行开会，并宣称他们是“全体国民的使者”，他们的会议是“国民会议“．如遭强行解散，即停止交纳任

何捐税。 路易十六封锁了会场。 1789 年 6 月 20 日 ，第三等级在凡尔赛附近找到了一个室内网球场，

举行了集会 。 在众多市民的酣观下 ．他们庄严宣誓 ·“不制定和通过宪法·决不解散！”被称为“网球场

哲言”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曾为纪念这一推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集会发行纪念币 ，这一宣言也被视

为法国大革命的序曲 。 大卫 (J acques-Louis David. 1748— 1 825 ) 曾根据这一运动绘制 《 网球场的誓

言》（未完成） 。

＠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最强大的一支部落．3 世纪南迁人高卢（今法国南部）东北，定居千莱茵河下游地

区，法兰克人主要由萨利克与里普阿尔两大部族构成，彼时处于原始氏族部落社会阶段 。 伴随罗马帝

国的衰落，法兰克人逐步占领高卢东北部。 481 年，克洛维继承萨利克部族首领后 ． 开始向高卢其他

地区扩张 ．消灭法兰克其他部族势力，并于 486 年击溃西罗马帝国在高卢地区的残余势力，占领高卢

大部分地区建立墨洛温王朝．以巴黎为首都，在之后的 30 年中不断扩张，成为了西欧最强大的国家 。

福西永在这里讲法兰西称为萨利克法兰克人的国家有其历史原因 。 译注

＠ 天主教隐修会 ． 又被译为西都会 。 1098 年由法国人罗贝尔 (Saint Robert , 1028一？） 在法国东部勃良

第第戎附近的西多(Citeaux )城创建。因其会服为白色，所以西多修道会修士又被称为白衣修士。 他

们奉行全守圣本笃会的规矩，推行静默等隐修制度。主张过更宁静、更简朴、更符合圣本笃会规的精

神生活，极重视聚居生活中的兄弟友爱 。 一译注

＠ 冉森教派．又译为詹森教派．由荷兰神学家 c.o．冉森 ( C. 0. Jansen, 1585—1638)创始而得名 。 是于

17 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法国并在 17 、 1 8 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主要是法国和荷兰）的基督教教派．屈于

异端派别。 冉森教派的思想在法国尤其是修道院中十分流行，并展开了一种极端严格的、强调人性败

坏与恩宠力员的改革运动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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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吕尼 CD的富足，它那东方的、罗马的奢华，还有它那为讲究的礼拜仪式而设计的巨

大教堂 。 西多城的僧侣转而修建谷仓式的朴实无华的教堂，然而，通过这些教堂未

加修饰的风格，同样表现了一种完美优雅，不单单是在它们用玻璃花和纯无色的铅

装饰彩绘玻璃窗上，不单单是在用朴素的几何图形切割或点缀质朴的水滴形的柱

头上．这种完美优雅还体现在其建筑设计当中 ， 主体、墙面都体现着质朴的伟大 。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卓越的艺术大师们那里，即在那些运用紧绷的几乎线性的

如同铜版画上书写或镌刻的教堂建筑师那里，和那些绘制一种使用一系列两个色

调的有浮雕感的黑白单色画的画家那里 ，就没有类似于锡耶纳＠色彩柔和、弗拉芒©

色彩鲜明的东西么？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新教诗人用一种朴素的雅致，在生硬

棱边的、朴实无华的艺术中保持并凝聚着情感的力量 。 教义的论战更为这些教派

提供了自我表现和自我反省的机会 · 在我看来，这提供了确立形式的机会 。 在陷入

宗教仪式和狂热冉森派教徒的狂热之前，毫无疑问，这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的冉森教

的庄严素朴，它甚至在路易十四的太阳王时代闪耀，相较神秘的、隐蔽的、炙热的法

兰西特质，神学地位的差异性更少。

火焰没有在 18 世纪熄灭么？ 我们看不到任何被抛弃的生活乐趣么？最初，女

0 克吕尼位于法国勃良第地区．因克吕尼改革运动而闻名 ， 这次天主教内部的重大改革运动发生于 1(1

世纪末至 11 世纪，因以法国克吕尼修道院为中心，故名 。 克吕尼修道院倡导改革，主张实行严格的禁

欲主义 ．教士必须过集体生活，不得婚娶，防止教会资产私有化，禁止买卖圣职，反对世俗统治者任命主

教 。 之后 ，该运动的领导者希尔德布兰德< Hildbrand)成为教皇 ， 即格列高利七世，正式将天主教神职人

员的独身制定为教规，宣扬教权至上，公开干预政治．与世俗君主争夺权力 。 尽管克吕尼修道院的信条

是过节俭的生活，但在其大教堂中所放觉的是纯银烛台和用珍贵宝石装饰的金酒杯。 教士们的食物也

不仅限于传统的粥、汤 。 相较于几乎同时的西多修道会修士来说．他们的生活显然奢华许多 。 ——译注

＠ 锡耶纳城位于意大利中部．邻近佛罗伦萨 ·在 14 世纪兴起了可与佛罗伦萨画派分庭抗礼的锡耶纳画

派 。 这一画派的奠基人为杜乔 · 迪博宁塞纳(Duccio 小 Buoninsegna. 1255- 1 319) ， 其风格重视抒情 ．

人物形象秀丽多姿 ．用 色精细，奠定了锡耶纳画派的特色。 主要代表人物有 S. 马丁尼 (Simone

Martini. 1280-1344) ． 代表作为《受胎告知 》 ： P. 洛伦泽蒂(Pietro Lorenzetti, ?— 1348): A. 洛伦泽蒂

(Ambrogio Lorenzetti. ？一1348) ，代表作为《好政府与坏政府》。 该画派在 15 世纪随锡耶纳城的衰

落而日渐衰微。 译注

＠ 弗拉芒画派原屈于尼德兰画派的一个分支 ． 1 7 世纪以前的前期弗拉芒画派的代表是发明欧洲油画的

扬 · 凡 · 埃克。 1 7 世纪以后的后期弗拉芒画派的代表是鲁本斯。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扬 · 凡 · 埃

克的油画影响了意大利原来的胶粉画．但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后期巴洛克画派又反过来影响了比利

时形成了后期弗拉芒画派的风格 。 因此弗拉芒画派的艺术特点在前期物体是平光稍有明暗 ． 愈往后

景愈暗 ，笔法是很薄的 ， 后期由于受巴洛克影响明暗强烈 ． 色彩辉煌，形态和构图的运动感很强。弗

拉芒画派创作题材也不同千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以宗教为题材表现人文主义思想和巨幅构图，他

们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包括肖像静物、风景画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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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所带来的幻想和率性，为我们展示了她的优雅、灵巧和魅力。生存是幸福的，

这样的观点是人们能够在旧政体末期表现和拥有的，它依旧操控着我们对整个世

纪的解释，它使我们保持清醒，它是永恒的遗产，是两种带着我们种族底蕴的力

最 对素朴的怀念和对人类伟大的迫切渴求。事实上，这两种力量显露在批评

的论辩中 。 毋庸置疑，它们更真实地体现在狄德罗美学当中 。 其中并不包含狄德

罗对“主体”、“感性的和道德的＂绘画的见解，我所说的，是他对普桑0的碗惜：普桑

被他视为凝炼风格、提升基调的典范 。 18 世纪是在关于鲁本斯©和普桑风格那令人

难忘的争论中开启的，从那时起，这场争论就发挥着其历史价值，而这两种绘画方

式，恰好是法兰西特质的两个方面。

狄德罗的强烈碗惜吸引了易受影响的阐释者 。 他们的艺术进入大革命，并从

中获得了另一种力量 。 我们在这一时期重逢了更为美丽的素朴。在全新的形式

下，这无疑是最意味深长的、最动人的时代之一 ，它是对紧张的、朴实的、坚韧的、伟

大的周期性回归。毫无疑问，不能说它在抽象美学的边界上回应了某些狂热者的

理论愿望，而应说它回应了法兰西特质的深沉呼唤 。 在时间风暴向它投入闪光和

火焰的时候，这素朴增强了生活的活力，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作品 。 这种在形式诗

学和行动诗学间的一致是非凡的 。 如果没有大革命，可能 18 世纪末素朴的艺术会

受到大众审美的推崇 。 1785 年《荷拉斯兄弟之誓》的成功让我们如是认为。然而被

投入到风暴之中，“生活”在学院与沙龙之外，它获得了更强的说服力。根据历史规

律，它为公众所认可 。

大革命艺术的规则，是对前入的模仿 。 它的基调、热情，是短暂的强烈灵感。

尽管这两个原则似乎是相悖的 。 我们首先注意到：对前人的模仿是深刻的法国式

的，因为除非我们从未转向一种纯粹的方式，否则我们对中世纪以来的每一个伟大

的艺术时期的情结都或多或少指向活力和纯粹 。 这一理念统治着文艺复兴，统治

着我们的 17 世纪 。 但是它从未仅求助于一个古代文化，从未用同样的眼光去审视。

CD 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 , 17 世纪法国巴洛克时期重要画家，也是 17 世纪法国

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 。 作品大多取材于神话、历史和宗教故事，绘画力求严格的素描和完美的构

图，构思严肃而富于哲理 。 代表作为《阿卡迪亚的牧人》。一—译注

＠ 彼得·保罗 · 鲁本斯(Pete r Paul Rubens, 1577- 1640 ) ，佛兰德斯著名画家，他将文艺复兴的美术技

巧及人文主义思想与佛兰德斯的民族艺术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气势宏伟、色彩丰富、运动感强的独

特风格，并成为巴洛克画派早期的代表人物 。 代表作为《抢夺留希波斯的女儿们》。 译注

38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艺术与大革命

我们精神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投射于古老的地中海源头当中……是其自身忧虑和

梦想的混合 。 如是，人们便能书写这历史： 一个有关这些古代的相继状况的历史，

贯穿中世纪和现代的，如同一系列半真实神话的历史 。 模仿的优势不在于其不可

能的文学性，而在千一种强有力的妥协，必然与历史生活的妥协 。

从希腊和罗马那里，大革命所理解和钟爱的形象，与 16 世纪的入和路易十四的

同代入所想象的形象几乎没什么共同特征 。 不仅是在意大利的开放式挖掘中，还

有尤其是在维苏威、赫库兰尼姆和庞贝 心多亏了一位衣民的幸运铲心这让人们千

1743 年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它们为大革命提供了新的典范，使大革命充分

认识了古代生活的装饰 。 大革命之前的及伴随着它的艺术，在地中海的过往中选

取了最适于其特质的时代和地点－斯巴达和罗马共和国 。 人们很清楚我们是如

何从维昂句那亲切的、富有象征性的、与路易十六风格同时期的（绘画） ，和维吉 · 勒

布兰夫人财叭“希腊式＂晚餐 》 ( Souper " ii la grecque ”) 过渡到一个更讲究色调、讲

究英雄生活的基调的（绘画） 。 然而，讲求心灵伟大的学派对普鲁塔克研的释读歌颂

的是公民道德 。 画家和雕刻家们在多少个世纪维护外省资产阶级道德之后，复活

了对简洁明了的强调、非凡牺牲的崇高、古老且无饰的裸露 。

望着由建筑师勒杜©所建的巴黎关卡上余留的旗帜，人们对这一内在压力有着

0 赫库兰尼姆城(Herculaneum)与庞贝城(Pompeii) ， 意大利古城 ，相距约 8 公里，位于维苏威火山西麓，

临那不勒斯湾 。 79 年，两城与斯塔比亚城一起为维苏威火山大喷发所湮没 。 于 1709 年被发现， 1 738

年采用开放式挖掘， 1 828 年开始进行水平挖掘 。 译注

CV 1709 年， 一群工匠在离那不勒斯不远处打造一口水井时挖出不少精心雕刻过的大理石块，不久，有人

挖出一块刻有“庞贝”字样的石头，人们才发觉这里就是被掩埋了的罗马古城 庞贝城 。 随后，不远

处的赫库兰尼姆城也被发现。 一一译注

© 大卫的老师，他曾跟随维昂到罗马深造 。 一—译注

＠ 维吉 · 勒布兰夫人 (Madame Vigee Lebrun 、 1755一 1 842 ) ，出嫁之前名字为伊丽莎白 · 路易斯 · 维

瑞．著名肖像画家巴斯特尔 · 维瑞的女儿。 为当时位数较少的女性画家中最著名的一位．她的肖像画

致力于人物的外形特征、人物性格的刻画·女性画家特有的细脓、精致、优雅和丰富的情感在画作中流

露 。 代表作有《维吉 · 勒布兰夫人和女儿》及大批自画像。一一译注

＠ 普鲁塔克(II入ourcxpxot; ， 约 46—12(）)，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 ．以 《 比较列传 》 (pio（ 六Qpa入入叭0( • 又名

《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 》）闻名后世，其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一译注

＠ 克劳德 · 尼古拉 · 勒杜(Claude Nicolas Ledoux, 1736— 1 806 ) ， 法国 18 世纪卓越的建筑师、城市规划

家 。 其作品特征有着对空墙壁和死窗户的偏爱．并从石棺中寻找灵感 。 他运用颠倒古典题材和正常

结构关系的手法，或混合古典部件的方式得到新颖的构图 ． 开创了 “会说话的建筑＂的先例并提出建

筑多少应该具有象征性·“一座大厦的屏边并不是从功能而来的某种结果 、而是运用概念在设计中有

意识地表现功能。”这也许可以称之为早期的概念设计的萌芽。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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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感受 。 大革命的先驱们就如同身后的柱廊．为他们打开了前景 。 简洁而坚

固的柱体 ( masses汃鲜有装饰的几何立体，这些使得勒杜的作品看起来既是偏远民

族的遗迹，又是一种未来艺术的信号器 ( les annonciatrices d 'un art futur ) 。今天，我

们的那些由创新者设计的建筑物，在最具苦行主义的形式中，似乎来自这些比 1 9 世

纪末的大胆折中主义更接近我们的 （典范） 。 运用一种纯现代技术，奥古斯特 · 佩

雷。很可能是一位大革命建筑家，我认为他以最具权威也最有才华的方式贴近一个

时代的理念 然而在这个时代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建造 。 谈起勒杜，我们必须向

自己提供能够更好地划分现代大师的同一套措辞 。 在这一线性严密及适宜分量的

表面下·赤裸的抗拒通过作为范例的纯粹来定义这种伟大而枯燥的使命感，这种纯

粹，启发并折磨着大革命中的人们 。 毫无疑问，这一艺术的基本元素如围墙的美 ，

它像法律及其责罚一样直上直下 。 它定义了一个建筑流派，我们所能设想的只有

能容纳城邦所有公民的无边的范围、戏院、圆形剧场、图书馆、公民圣堂 。 在这之后

的时期中，人们的视野是狭隘的，通过嘲弄狂妄自大和为伟大而疯狂的人来呼唤它

们 。 从一个新的人性维度来比较这些草稿，比较这种对岩石的强烈反感和对矫饰

的洛可可风格的赞同 ， 这些外观：翘曲的、像五斗橱的鼓形的、竖立的火焰的、有徽

章和卷轴纹饰的、有拥挤的人群的，你们能感觉到所有将历史生活的两个时期截然

分开的东西，还有两种思考的模式 。

然而这种方向如此明确的反应是先于大革命产生的，它由紧急状况所支配，只

留下了对新城邦的构想 ，甚至没有为新城邦的构建奠定基础，为世界建设一个新的

秩序，换言之，它没有建造建筑物 。 它最为庄严的理念汇集于为其他功用所建的宽

敞大厅 、 网球场、骑马场，仿佛其作品的雄伟超越了一切可能的建筑，或更因为它致

力千在死亡的严酷中出其不意地生存 。 科尔得列俱乐部©和雅各宾俱乐部设于改

作他用的教堂内 。 然而遵照这些原则且根据古罗马典范，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

古建筑中汲取灵感，通过意大利雕刻家皮拉内西＠在光与影的过度交替中展现，大

(D 奥占斯特 · 佩雷 ( Augu 沁 te Perret . I 874—1954 )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法国重要建筑师 ， 其职业生涯一

直与钢筋混凝土框架的制造技术联系在一起 。 将原本普通和工业化的材料改造成为艺术化表达的材

料｀并通过其中晚作品将建筑材料、解构与古典主义思想凝结在一起，并与其他艺术家合作实现了钢

筋混疑土框架与法兰西特质与历史的连接，主要作品有巴黎富兰克林路 25 号公寓、香剧丽舍剧院、 兰

希圣母教堂 。 译注

＄ 科尔得列俱乐部(Cordeli e rs ) ，法国大革命时期由马拉等人在巴黎科尔得列修道院建立的政治组织 。

3＼ 皮拉内西(Giovanni 心lli 、 ta Pi ranesi . I 72( ）— 1 77H) ． 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家 。 译注

40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艺术与大革命

革命的人们搭建了从联盟节日到上帝节日的布景。这是行动的全新表现，这是全

体公民都参与其中的艺术，人群是它的基本元素，人群有序地列队，护送着旗帜，跟

随着人民领袖 。 人们唱着赞歌在罗马的风景一一－战神广场中游行，在这宽阔的广

场上，木材和帆布搭起的建筑物以一种可笑的庄严模仿砖石的坚固和时间的沉重 。

祭奠仪式在共和国欢愉的节日和大革命祭礼的节日之间交替举行 。 生死之间的一

切伟大都被集体灵魂所颂扬，借由他们的赞歌，高塞克。和梅于勒Q为集体灵魂插上

翅膀 。 那被撕裂的一致性通过人民大众在这非凡而真实的诗学中复得、修整 。

审视这些大规模运动，身着先驱者之衣，在作品中赞扬新法兰西大事记和英雄

的人，正是画家雅克 · 路易 · 大卫 。 他的人生有助于理解一种艺术怎样才能伴着

强烈的真实立足于直接的现实，这种艺术的典范可以在很久以前找到 。 这是一位

画家的独特冒险 ，即重生 (renitre) 其理想的共和国，坚持其布鲁图©和克拉克斯兄

弟©的复兴。 优雅的赫拉德 · 德韦昂与其竞争者（历史学家、理论家溫克尔曼的考

古学的古老）迥然异趣。至于折中的学院派，巴洛克艺术至高无上且迷人的形式与

新古典主义之间的抗争首先发生在大卫自己身上，他时而忠于他早期的导师，时而

则遵循新近的竞赛桂冠得主。在意大利，他发现了新的形式，这一形式相较于延伸

至 18 世纪艺术并得到强烈赞同的古风启示更为素朴 。 在朋友佩隆＠和卡特迈尔 ·

德昆西©的帮助下，他辨析在罗马的崇高中最符合时代特质及其所有物的表达方

0 弗朗索瓦 · 约瑟夫·高赛克(Francois-J oseph Gossec, 1734—1 826) ，真名为 Go、迨又译为戈塞克，生

活在法国的比利时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学家 。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任命为大革命官方作曲

家 。 其作品曾与大卫的画作一起置入到一些大革命重要仪式当 中 。 主要作品有《献给自由神 》《共和

国的胜利》《七月十四日赞歌》。 译注

＠ 艾蒂安 · 尼古拉 · 梅于勒 (Etienne N i co卧 Mehul , 1763- 1 817) ，又译艾蒂安 · 尼古拉斯 · 梅千尔·法

国作曲家 ． “法国大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 ． 其作品具有英雄性、号召性和群众性的风格 。 他

的钢琴曲作品对贝多芬的创作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 代表作有《 D 大悯钢琴奏鸣曲 》《 出征歌 》（又被

称为第二马赛曲＂） 。 译注

＠ 布鲁图 (Brutus, 858. C. - 428. C. ），于公元前 44 年策划刺杀凯撒 ． 之后在雅典组建罗马兵团 ． 公元前

42 年攻打罗马 ，战败后自杀 。 译注

CD 克拉克斯兄弟 (Gracques) 、指提比略 · 克拉克斯 (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16813. C. - 1338. C.) 

和盖约 · 克拉克斯(Caius Sempronius Gracchus . I 548. C. - 121 B. C.) ． 又译为格拉古兄弟 ． 为罗马共

和国著名政治家、平民派领袖。 一译注

＠ 让 · 弗朗索瓦 · 皮埃尔 · 佩隆 (J ean-Fra nc;oi~ Pierre Peyron . 1744- 181-. ) ． 法国新占典主义画

家 。 —一译注

© 卡特迈尔 · 德昆西 (Quat rem虹e de Quincy , 1755— 1 8-.9 ) . 法国考古学家、哲学家、艺术批评家．政治

家 、 曾在 1816 年到 1839 年间在美术学院(l'Academie des Beaux-Ans)任要职。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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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我们知道，自 1785 年，他通过《荷拉斯兄弟之誓》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有关朴实和

庄严的著名范例，并得到了整个社会 将被击垮的社会一一的赞许 。 他所构想

的作品不是画而是浅浮雕，不是为了观看的欢愉而是为了强烈情感的赞颂 。 这严

肃宗旨武装了他的思想 ， 大卫投身大革命，他把它当作必要的荣耀来迎接，也正是

大革命让他感知人与画家 。 大革命把大理石的英雄投入到生活和行动之中，但他

并非想要表现一场他眼中的视觉演出，一部艺术的戏剧作品，而是被认为沉睡在博

物馆和书本中的人性 。 他所画的或他想画的典范、道德进入街道，颠覆王权，向人

民训话 。 他用极尖锐的目光注视生者和死者的面容，被谋杀的勒普勒提耶 · 圣法

拉古 ； 。在浴缸中流着血，被谋杀的马拉；＠为自由而死，年轻的维亚拉 (Via la) ；神气

十足、衣着华丽，代表军队职责的米约 (Milhaud ) ；拘谨的米歇尔 · 杰拉德 (Michel

Gerard) 和他的家庭；最后，是这收藏于里昂博物馆的《人民之女 》，从利刃和交叉在

胸脯上的手臂来看，我们可以把她看作是一个了不起的悍妇、伟大时日的见证者 。

精神艰难地从这些在其简洁中蕴含如此丰富的篇章中摆脱出来，在那里研究的力

量并没有削弱那种与生活关联的剧烈突然性。在可怖的未完成的作品中，网球场

宣言的纪念仪式就像是收集砍掉的人头，是对暴力的象征性表现 将画家从他

们的范例中救出，使他们遭受放逐或死亡的暴力 。 对于《 萨宾妇女 》，也要领会那些

重大历史构想，它们将法兰西朴素且重要的时刻搬到了罗马共和国早期 。 伴着他

们同代人的形象和对过往的美好幻想，对一位大师固执的忠诚给我们留下的，更多

的是在我们的某个历史篇章中的昙花一现 。 如果我们仅仅是通过像《马拉凯旋》这

样的作品来认识大革命 由布瓦利＠用简练的比例和简单的语言所绘制，伴随对

题材的微妙赞许和工匠的虚饰 那我们也只能通过某个社会新闻爱好者活灵活

现的愚钝来理解它 。 大卫所要体现的是比例、重点和基调的深层契合，直到他那些

光着头的和戴头盔的人物，直到这幅《卢森堡花园景色 》 他唯一的风景画，一切

都献给了某种暴力的人道主义：这是一个透过囚室窗户看世界的囚徒的消遣 。

为热月党人所抛弃及罗伯斯皮尔的垮台，都没有摧毁大卫 这位国民公会

0 此处可能是指《刺杀勒普勒提耶 · 德 · 圣法拉古 》 (L 'Assass·inat de Le P elet ier d e Saint-Fargeau, 

1793) 。 译注

＠ 此处指大卫的作品《马拉之死 》 (Ma rrat a.ssassi11e, 1793) 。 译注

＠ 路易 · 利奥波德 ·布瓦利 ( Loui s L的pa id Boilly . 176 1 —1 845) ， 法国画家、雕塑家， 以展示大革命时期

巴黎生活景象而闻名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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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主席、山岳派成员、三执政官的朋友。 他在执政府时期和帝国时期光荣地活

着，他的艺术与他相伴 。 通过门徒，他使整个欧洲折服千铁的秩序，出自他那如修

会总院般的工作室的门徒们，带走的不是方法而是理念。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他被

作为弑君者被流放并在流亡中死去，尽管如此大卫依旧只屈从于他所客死的 比利

时和悼念他的路易十八的法兰西 。 在一种强大思想的影响下，他特别强调了 19 世

纪的一个方面 。 这种棱角分明的形式，这些像在浮雕玉石上的凹雕侧面，这史诗般

的启发，是它们定义了一个完整的世代 。 格罗男爵、杰拉德、吉罗杜摆脱了大卫的

教训和例子 。 安格尔自己从大卫的苦行主义中寻找源头 。 甚至当绘画回到波伦亚

传统时，《美杜莎 〉〉的绘制者热里科谈起大卫依旧不无崇敬 。

正是从相同意义、相同思想中汲取养料，年轻的雅各宾党人在法国王朝复辟和

七月王朝时期仍保持着革命的、古典的文化完整性 。 大革命艺术忠千悲剧和大卫，

远远偏离了骑士的、中世纪的浪漫主义 。 然而，如果政治革命是以不动摇的理想之

名而酝酿，那在文学和艺术中的革命则恰恰相反 。 弑君者的门生占据着保守主义

的大本营一法兰西研究院 。 所有政体的官方人员反对模仿艺术，他们展现的是

有关热情及平民演说家要旨的虚空理念及顽强而脆弱的遗存 。 曾一度连结大革命

命运和法兰西命运的紧密和谐似乎被打破了 。 其他的狂热和兴趣替代了过度的压

力，禁欲的 18 世纪被复活，拿破仑的史诗将埃及、叙利亚、西班牙和俄罗斯都投入到

了法兰西艺术之中 。 阿尔巴尼、温克尔曼和卡特迈尔 · 德昆西的希腊再也满足不

了他了 。

此外，在朴素的、敏感的、高雅的、女性的法兰西统治下，内心深思和热情的法

兰西并没有消失 。 除了在像格勒兹＠和弗拉戈纳尔©这样的幸存者那里，除了在雕

塑家希纳尔©和乌东©那里，它在皮埃尔 · 保罗 · 普吕东那里是未经雕琢、迷人而崇

高的 。 这并不是说要远离风暴 。 普吕东感受着公众的激情，体验并分享着革命的

CD 让 · 巴蒂斯特 · 格勒兹(J ean-Bapti ste Greuze, 1 725- 1 805) ． 法国画家 ．擅长风俗画与肖像画 。 代表

作有《回眸的少女》《 乡村里的订婚》等 。 译注

＠ 让 · 奥诺雷 · 弗拉戈纳尔 (Jean H onore Fragonard, 1732— 1 806) ． 法国洛可可风格画家．以描绘女性

美而闻名，被视为拉开洛可可全盛时期序幕的画家，代表作《秋于 》。 泽注

＠ 约瑟夫 · 希纳尔 (J oseph Chinard, 1756— 1813 ) ， 法国新古典主义雕刻家。一一译注

＠ 让 · 安托万 · 乌东 (J ean-Antoine Houdon, 174 1- 1828) ， 法国雕塑家．其观察力极其敏锐并能够捕捉

到灵巧的艺术灵感，对瞬间姿态的把握和对头像雕刻的表现手法独树一帜 。 代表作有《人体解剖像 》

《睡神 》《伏尔泰 》等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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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喜 。 他不得不逃避 。 这些磨难，还有在谢尼埃的断头台上死去的优雅的爱奥尼

亚特质，在他身上留存 。 他徘徊在阴影之中 · 注视着女性那优美的圣洁、温柔的微

笑如花的容颜、童真的可爱，触动着如牺牲一般的忧郁 。 他所画的正直而纯洁的

少女们，像是承载着厄瑞克忒翁神庙的顶盖 。 在悦目的阴影推进中，她们呈现柔和

的光芒 。 但这些阴影，它们本身是否出自柯勒乔＠和达 · 芬奇的所有记忆？是不是

可以说，通过不由自主的魅力，通过某种无意识的哀伤，她们暗示了光阴的忧郁？

普绪喀之夜献给了沉睡与爱情，而不是那被正义女神和上帝的惩罚所追赶的谋杀

者消失之夜。© 约瑟芬的马勒麦颂之夜©不仅为抛弃妻子拉开了序幕，也预示着遗

弃被英雄们所舍弃的世纪。这明暗对比，有利于伤感和温情，这些几近全黑的深色

底色衬托出光线柔和的光芒，不正是这样一个世界：与大卫的世界、将一些笼罩在

寒冷之中的北方的日光、地方基调的权威、坚持基座上切割剖面的考究，正相反的

世界么？然而，尽管差别很显然不在相似性，而在构想人类的方法中，它的比例、甚

至它的类型，我不知这是与哪个难以定义的风格有亲缘关系。普吕东也关注古代

源泉，但相较于罗马更关注希腊，甚至当最为苛刻的生活准则呼吁市民们到角斗

场、委员会和战场中去时，普吕东审慎自傲的特质让他接近女性，接近她们的优雅

和苦恼 。 因此，大革命中显露了我国的双重特质 。 人们看到了变成大卫遗产的东

西。要认识普吕东的遗产、衡量其影响的范围，读德拉克洛瓦的《 日记 》就足矣 。 普

吕东把两个世纪相互连接起来 。 至于大卫的追随者是通过他们的成功获得胜利，

他们的命运无疑也是所有革新者们的命运 。

但是，大革命不仅产生了人类和理念，或更恰当地说，是把它们带到更高层面

的力量和诗学 灵感、忧郁 。 大革命建立学校，开放博物馆，为人类和世界的认

识实现百科全书和塞巴斯蒂昂 · 梅尔西埃＠的规划 。 可能 19 世纪法国艺术非凡的

多样性，片面地珍视那些置千画家目光下的且扩大了波拿巴掠夺的新资源 。 无疑，

18 世纪很清楚过往的一切伟大之处，但并不是通过过分的慷慨与融入的自由 。 在

0 柯勒乔(Correggi o , 1494-1534) ，法文写作 Correge ． 真名安托尼奥 · 阿莱里，是 16 世纪早期的创新

派画家，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作为壁画装饰艺术的开拓者．他创作了大扯颇

具影响力的圣坛画和小型宗教绘画。——译注

＠ 此处指普吕东的作品《西风神劫走普绪喀 》(L 'Enleveme11t d e P syche , 1 808 ) 。 一译注

＠ 此处指普吕东的作品《约瑟芬皇后 》(L'11IIPerat门ce Josephine, 1805) 。一—译注

＠ 塞巴斯蒂昂 · 梅尔西埃（Sebasti en Mercier. 1740— 1814) ． 法国剧作家．作家、记者、政论家 。 代表作

《 巴黎图景 》 ( TableaudeParis . 1781 - 1788) 、 《新巴黎 》 ( Le Nouveau Paris , 18( ）（））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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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法兰西建筑博物馆的过程中，亚历山大 · 勒努尔重回 中世纪并将其在与古代

的对照中建立起来 。 在所有领域中，大范围的复兴使人们感受到大革命的努力，因

为它源于我们的浪漫主义，定义着趣味、流行、历史研究精神和考古学的方向 。 巴

黎文献学院与大革命传统相关 。 伟大的改革者们在对时间的认识领域进行革新，

正如他们在对城邦的建造中所做的创新一样 。

然而他们的目光如此认真地转向过去，体会到成为斯巴达入、伊特鲁利亚人或

哥特人的这般需要，难道不出人意料么？他们所生活的特殊年代没有为他们提供

足够适宜的机会使他们成为“现代的＂么？我试着展示使大卫成为大革命的参与者

与见证者的东西，以及大革命如何促使他赋予 20 世纪以前的典范与实例以强有力

的现实性和真实性 。 之后他可能会在天赋、理念和时间中建立更有力的联系，例如

在他绘制《 1804 年 10 月 5 日军队在五月广场向皇帝宣誓》时 。 这可以肯定么？我

们再一次凝视《马拉之死》，在柔和而密闭的亲近中，他在我们面前，被死亡的孤寂

笼罩，手中还捏着夏洛特的申诉书，浴缸像他为逃离生活与不朽而没入一半的坟

墓 。 伴着罪行、牺牲和陵墓的孤寂，大革命就在那里，在它的一切崇高之中 。 无论

是绘制《布瓦希 · 但格拉画像》的德拉克洛瓦，还是《 自由引导人民 》的德拉克洛瓦，

他始终与自己相似 。 这些美妙的作品中充满着骚动的喧闹声，把我们带入了它们

的浪涡，让绝望的喜悦在我们的血管中奔流 。 让我们成为了人类——在很多方面

软弱的人民一的同伴，我们伴随他并为他而动，然而他们却不知愁为何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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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J德索著 杨建国译

马克斯· 德索 (Max Dessoir , 1867-1 947) ，德国

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美学家，就读于柏林大学和维尔

茨堡大学， 1897—1933 年任柏林大学教授，纳粹上台

后被禁止在大学教书 。 德索创建了 《 美学与一般艺术

科学杂志 》，并著有《 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 》《 双重自

我 》等 。

德索提出“一般艺术科学”(allgemeine Kunstwis

senschaft) 的概念，开将此概念与美学并列 。 在本文

中 ，德索着重考察了绘画欣赏的基本规律 。 文章前半

部多限于实验心理学的分析，以经验材料和实验为依据 。 后半部则较多地涉

及哲学美学的理论阐发，他着重讨论了两种解释艺术品的方法 。 一种是还原

到艺术品的语境中去理解艺术品的路径，另一种则是参照风格相近的作品未

阐发特定艺木品的路径 。 尽管德索非常注重相关知识的准备和想象力的作

用，但他强调，艺术研究并不是科学研究 ， 艺术体验也有别于科学思考，只有注

意到这一区别才能把握艺术品的审美价值 。 本文结尾时，他特别讨论了艺术

欣赏的精神特性一静观(contemplation ) ，并与东方禅宗做了有趣的比较 。

解释是哲学必不可少的部分，哲学家有权对审美经验做出解释，不只向别人，

关英译本根据德索于 1947 年 5 月提交的德文原稿译出 ． 刊登于 The } ouma/ of Aesthet ics and Art 

Cr几icism 6,2 (Dec.. 1 947 ) 、 pp. 108— 11 9 ，本文根据英译本译出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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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向他自己 。 哲学之职责就是化杂多为整一，把秩序带入到混乱的经验之中，这也

包括审美经验 。 因此，搞清人们如何观看艺术作品，宽泛地说来也是哲学的任务，

具体说来也是一项心理学任务 。 显而易见，要完成这项任务，有不少困难 。 例如，

儿童观看艺术作品的方式就迥异于成入，而观看者是否训练有素亦大有不同。至

于观看的对象，更是在风格、时代、国别上千差万别，最好从一开始就打消－跋而就
的想法 。 尽管困难重重，人们还是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希望可以得出某些具有一

定普遍意义的结论 。

1913 年，我发表了《关千艺术作品的思考 》 (·•Uber das Beschreiben von 

即dern”)一文，在其中描述了我与画家、艺术史学家，以及专业人士合作的一些实

验 。 我向参加实验者展示了一些他们并不熟悉的绘画，每幅一秒钟，请他们描述对

画的印象；某些特殊情况下，把同一幅画再给他们看一秒钟，以核对他们之前的描

述 。 “看过画面一次，或至多两次之后，所有参加实验的人都觉得自己抓住了画面

中的所有主要特征，或者至少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抓住的东西都抓住了。参

加实验者对画面的整体已有了相当探刻的印象，故而没人觉得自己可能遗漏了什

么重要信息 。”由此可得出结论：＂入们最先观看的是画面整体，其中某些细节可能

过目不忘 。”“描述越是深入，细节上的出入就越是明显，然而画面的整体印象几乎

保持不变 。 也可以说，即便是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是孤立出现的 ． 而是出现于所处的

环境之中 。”就一位对艺术创作颇有经验的成年人而言，观看的自然次序是先整体，

后局部，而对整体的印象通常取决于画面内容 。 “有两三位实验参加者对色调的明

暗过渡和反差十分敏感，可即便是他们也希望立即对此做出解释，找出其背后的寓

意 。”“如果没有丰富的寓意，实验参加者的描述也相当随意而草率 。 例如，汉斯 ·

托马斯的一幅风景画 心尽管天空占据了画面的一半，天空中还有一大块云，依旧没

有引起实验参加者的注意 。 ”

对以上结果加以分析，不难得出画面的自然观看顺序 。 起初，观看者就画面的

整体形成一个主观印象，这就有点儿类似千与某个陌生人初次相遇，在听其音、观

其容之前，我们已对他的根本特征(Wesen )形成了初步印象，由此采取或热情、或冷

漠、或排斥的种种不同态度 。 艺术专家一眼就能看出艺术作品孰优孰劣，其目光之

犀利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 他所看到的或许不过是一层遥远的光辉，可他立即就能

0 汉斯 · 托马斯 ( Han s Thomas, 1839—1924 ) ，德国画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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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出艺术家笔下描绘的是陳洌而清澈的冬日天空 。 或者，他可以立即感受到一

股强烈的情感，至于这股情感有何内容，源起于何处 ． 又流向何方，则要过许久才能

发现 。 可情感却是与目光一触即发 ． 决不含糊 。 接下来，观看者所要做的无非就是

令自己最初的情感更清晰、更合情理 。 因为人们很少面对简单结构 (Gebilde) ，对比

和分析也必不可少 。 观看者最想知道的是：画面意味着什么 。 他要从作品中看到

现实，表象中看到真实，部分中看到整体 。 如果他看到入，或人所展示的事件，或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 ． 反应也最为强烈 。 对此 · 一般艺术理论早有详述 ， 我的实验不过

是再一次做出证明 。 仅仅观察各种审美手段并不能洞悉艺术的核心，原则上说，具

体作品的具体内容占据着至为重要的位置．囚为它是形式的基础 。 这就有点儿像

身心之间的关系，身和心虽然有着本质区别，可一 旦离开身，心也就不复存在了 。

如果说，面对昔日的绘画作品，胸中燃起对历史知识的渴望，就应当从内容开始看

起，因为内容立即告诉我们，画面中人物和事件所处的时间和地点 。 不过，我并不

想鼓吹纯粹的历史评判，因为历史评判决不能先于艺术作品，只能是在看了图片

之后 。

观看者掌握画面内容，记住画面中有些什么 。 另外两个问题随之而出：观者以

什么样的顺序把握画面的各个组成部分？ 他能达到怎样的精确程度？

首先，对画面中任何形象、事件的感知离不开画面的整体结构和环境，这应当

是确凿无疑的 。 个别极端例子中，画面被误当成现实，我们倒不必为此多操心 。 更

具启发性的是另一种情况，观者可以像阅读文字一样观看画面中所描绘的事件 。

如果画面中所表现的是传奇故事 ｀就更是如此 。 在一些荷兰画家，尤其是凡 · 德哥

斯0的作品中，观者几乎不由自主从左向右观看，如果反向，从右向左观看，会明显

出现理解障碍 。 这里，我们又发现人的一种自然行为模式 。 据说，当代阿拉伯人几

乎丧失了从二维表征 中看出画面的能力 。 例如，岩画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刻在岩壁

上的线条和符号 。 自 17 世纪以来 ，荷兰贵族就在自家的会客厅墙上贴上瓷砖，在砖

面上绘制各种简明易懂的事件，这些装饰砖要根据画面内容一块块欣赏 。 70 年前，

我有幸从一位画家家中的墙面瓷砖上了解到他家的家谱，大约 30 块瓷砖上画出他

家先祖的形象和行迹 ， 以供来客瞻仰 。 在罗马风格时期和哥特风格时期，画面中的

事件根本就是拿来读的 。 就画布创作而言，这种状况在文艺复兴后期巳得到根本

0 凡 · 德哥斯 ( Hugo va n dcr Goes , 1-+-+0 - 1-+ 8 2 ) ， 荷兰画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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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观，不过，即便在文艺复兴时期，依旧有一些次要艺术形式要求同时观看画面内

容和铭文。一块徽章的背面有一个马头，马头下面有一把剑，剑旁边放着一本书 。

看着这些原本各不相干的形象组合到一起，成为同样重要的符号，实在是一件兴致

盎然的事 。

情形似乎是这样的：首先是得到总体印象(Gesam tstimmung) ，其中包括某些关

键信息，随之而来是获取知识的愿望 。 毋庸赘言，这里所说的“知识”并非指有形形

象和历史事件的知识 。 如果有谁观看一幅风景画，不过是想知道莱茵河谷中长着

什么样的树木，或者观看一幅战争题材画．不过是想搞清 1()() 年前战场上使用什么

样的武器，那他根本就不是在欣赏艺术 。 更微妙，也更危险，故而也更需要批驳的

是另一种错误看法：艺术作品应唤起身体自然而然的感觉 (Selbstgenuss) 。 应当承

认，确实有一部分艺术作品要激起某种肢体反应 。 例如， 16 世纪的雕塑与之前的作

品判然有别，根本区别就在千，人的形象不再是某种精神的载体，开始具有自为的

价值，需要欣赏者去亲身感受 。 然而，在感觉中唯我独尊，在艺术的镜像中顾影自

怜，哀怨叹息，任梦境的迷雾遮住观看现实的双眼，任自我膨胀高飞，而不是躬耕于

客观现实中，所有这些都绝非健康的倾向，因此它们与真正的艺术无缘 。 先前，我

用到“知识”一词，或许会有人对此提出批评 。 不过我所说的知识并非命题式的知

识，而是对整体结构的 即时把握；更进一步说，这是一种接受、一种参与、一种被缚

意志 (a willingness-to- be-bound ) 卫 如果用“征服”一词来形容对画面内容的感知，

会更确切一些 。 大多数情况下，观者必须采取主动．付出努力，方能把自己引向画

面的蕴涵 。

观察＂征服”的过程，会有以下发现 ： 面对人的形象时 ， 观者的目光首先聚集到

画面中人物的头部 ， 大多数情况下．聚集到人物的双眼之上 。 通常而言，观看艺术

作品中的人物与观看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并没有多大区别 。 观看者会情不自禁对画

面中人物做出美丑之辨，常常会觉得画面中人物与自己某位朋友有几分相似；观者

往往会把画面中人物当成真人，有时甚至会觉得不是自己在望着画中人，而是画中

人在望着自己 。 所有这些反应均属自然 。 不过，在观看三维雕塑时，却出现了一个

问题（尽管雕塑比绘画更接近现实） 。 间题是：观者必须决定，是把形象投影到二维

CD 审美客观论 (aesthetic objectivi 、m) 长期以来都坚持这一观点，而因里希 · 路特泽勒 ( Hei nrich

Lutzel er)在（（艺术哲学导论 》(Einfu.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r Kunst)一书中就此做了精彩的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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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上呢，还是从各个角度去观看，仿佛环绕中轴悬挂的一系列图像 。 根据我的经

验，观者如果缺乏经验，往往千二者之中不知该如何取舍。例如，观看 14 世纪的木

雕时，他仿佛在看 16 世纪的巴洛克雕塑 。 至于绘画，每每服装描绘得和人物同样精

细时，或者服装色彩十分艳丽，喧宾夺主时，就会出现问题 。 以我自已为例，当我观

看提香的《 自画像 》时，就要特别留心，不要为画面中桌布上丰富的光影纷扰了心

神；在观看扬 · 凡 · 埃克的《持康乃馨的男人》时应目光遍寻画布的每一方寸，注意

力却丝毫没有波动 。 我还记得另一个例子， 一幅肖像画，具体名字现在记不起来

了，但还记得看那幅画时，目光颇为金黄色的衣领和复杂的花边所吸引，而不仅是

画中人那双忧郁的眼睛 。

那些含有多个人物的绘画和浮雕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 ： 到底发生了什么？如

果遵循自然而然的观看过程，那就会发现，我们首先会选出画面中的某些部分，视

其为相对独立的单元，最后再把它们融合起来 。 当然，这一过程无益千艺术作品，

因为作品的每一部分都从整体来获取意义 。 实际上，如果观看者持续关注作品的

内容，时间顺序的价值会逐步降低，相应地，整体一部分关系的内在价值会逐步提

高 。 上面所说的程序就如同是在给作品的细节拍照（当然，给作品的细节拍照能满

足一些科学研究的需要，不过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畴） 。 可以说 ， 这样做就如同把

几段乐曲从整部作品中抽取出来 。 观看某些绘画作品时，这样做还勉强说得过去，

因为画面中各个人物的重要性并无太大区别，没有谁特别突出 。 任何一个时代都

能见到此类的作品 。 有意思的是，如果与上述情况截然相反，画面只有一个人物特

别突出，压倒其余的一切，上述做法也可以接受。 这两种极端之间，我们会发现，画

面的组织结构一定会影响到对画面内容的感知 。 在华托©的作品《公园野餐 》中，就

可以清楚看到内容与结构的相互作用，一旦看出艺术家所描绘的实际事件，就立即

会为画中入物的布局拍手称绝 。 门采尔＠在《圆桌》中把画面的主题与构图融为一

体，他的做法是把圆桌旁就坐的所有人两两相对，不断在画面中重复同一种关系 ：

一个说，一个听 。 上面两个例子中，观看者可以毫不费力地同时体会到内容和形式

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但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 。 既论及此，就不妨提一下画家在表现

CD 扬 · 凡·埃克(Jan van Eyck . 1 391)—1441) ，荷兰画家。－—译注

＠ 华托(J ean -Antoine Watteau, 1 684—1721 ) ，法国画家。-译注

＠ 门采尔 ( Adolpyh Von Menzel, 1815 1 905汃德国画家。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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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耶稣时所遇到的难题 。 婴儿耶稣细小的身躯是整个故事的核心，当然可以把

他放到画面中心，但仅仅这样做还不够，画面的中心必须也是意义的中心 。 如何才

能做到呢？有些画家把婴儿耶稣沐浴千光线之中，令他的形象在神圣之夜的黑暗

中跃然而出；有些画家在婴儿耶稣的四周画上许多陪衬形象，如父母、天使、牧童，

甚至国王，令婴儿耶稣成为画面的趣味中心 。 但在真正的杰作上，例如凡 · 德哥斯

在蒙福特教堂圣坛上所画的圣婴图中，占据画面大部分的不是婴儿耶稣，而是身着

大红斗篷、双膝跪地的国王 。 在罗希尔 · 范德魏登。为米德堡教堂圣坛所画的圣婴

图中要耐心寻找才能找出圣婴的形象，不过画面中有三个人物的目光在向下俯视

着他 。 在老彼得·布鲁盖尔＠的画中，圣婴的形象之小巳到令人咂舌的地步 。 哥

达 · 杰德利卡©坚持认为，上述形象虽然在画面中所占比例微小，但只要一与观看

者的目光相遇，就立即成为整个画面的意义中心 。 杰德利卡进一步提出，在布鲁盖

尔那个时代，能领悟到圣婴出生之重大意义的人实在是风毛麟角，布鲁盖尔意识到

了这一点，故而他的画更有历史感 。

杰德利卡的解释有时过于纤巧复杂，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 。 可即便如此，他

的另一项主张和解释通常没有异议 。 杰德利卡认为，在布鲁盖尔的画中，画面的物

理中心往往并非所描绘的活动的中心 。 根据杰德利卡，布鲁盖尔的安排是有根据

可寻的，它发源千一种直觉，这样的安排可令画面中的故事与形式组织融为一体。

因此，这位画家的画法明显不同千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 。 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兴

趣主要在千，观者是否意识到这两种不同的画面组织结构 。 在观看拉斐尔的挂壁

画《护我恙羊 》(Guard My Lambs)时，观者应该注意到，耶稣基督的形象并不在构图

的正中，而在那群使徒的对面。二者之间又是如何达到均衡的呢？因为那群使徒

并非一个整体，他们脸上表情各异，体态也各不相同，故而显得零散破碎 。 在希罗

内利＠的《牧神》(Pan）中，主要形象位于画面中心，不过其色调十分阴郁，观众不会

一眼就注意到它 。 观看这幅画时，观众的目光由画面的浅色区域依次向深色区域

过渡，最后才会落到牧神的形象之上 。 隆格©的画《妇女和孩子 》，以暴雨云为前景，

0 罗希尔 · 范德魏登(Roger van der Weyden, 14( ）（）— 1464) ，荷兰画家。 译注

＠ 布鲁盖尔 (Pieter Breughel , 1525— 1 569) ，比利时画家 。 译注

＠ 哥达·杰德利卡(Gotthard J edl icka, 1899—1965) ，瑞士艺术史家 。 译注

＠ 希罗内利(Luca Signorelli , 1445—1523) ，意大利画家 。 译注

＠ 隆格 (Philipp Otto Runge, 1777—181(）)，德国画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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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中一位母亲高举着手中的孩子，仰视的目光中充满爱与敬 。 这幅画同中世纪

的圣母像颇为近似，画面中，一条隐而不见的纵轴把母亲和孩子分开 。 卡斯帕 · 大

卫 · 弗里德里希呀叭孤独的树》中，树位千画面中心，故而以最简洁的方式营造出

画面连贯统一的效果 。 如果重要性相若的几个形象按中轴线排列，它们必会首先

引起注意 ： 如果它们被放置在画面的一侧，观者的目光向此侧移动的速度会相当迟

缓 。 上述主张都可以从我的实验中找到证据 。

面对构图观者其实要完成多方面的任务不仅要确定正确的路径，还要找出

为荒嵩掩埋、半隐半现的小道 。 鲁本斯©在他的大幅面作品中加入那么多事物，又

消融掉那么多细节，如果观者不是走马观花，仅凭一瞥总体印象就做出评判 ． 而是

细细看和慢慢品，他的目光一定会时时停顿 。 总体而言，在意大利画家的作品中，

类似千格式塔的画面整体联系很少中断，明如镜、淡如水是意大利人的风格，画面

不同部分间的衔接很少需要观者想象的参与 。 观者如同静坐剧场之中，看着演员

（无论是前景中的主要演员，还是背景中的次要演员）在舞台上表演，自已无需参与

其中 。 也就是说，舞台上的演员不会下到观众席上，也从来没打算这样做。每当可

以明显感觉到画家在与自己的主题角力，每当画家加大反差以增强表现效果，每

当次要人物和事物的形象模糊不清，每当无须光线的部分完全笼罩于黑暗之中 ．

总而言之，每当画面同普通观众奉为圭泉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艺术有所出入

时，画面感受就不会来得那样自然而然，而要下一番功夫 。 即便假定画面所描绘

的主题或事件存在千画面的构图之中，对其的正确理解不仅涉及事实，更涉及艺

术自身的内部关系，这也并不能保证观者一定就能揭示出画面的表现和意义、灵

魂和精神 。 此时 ． 我们不禁要问，按照自然而然的感知程式，观者是如何来满足这

一要求的呢？

画面中的人物和事件能立即引起观者的兴趣，因为这些形象再现了观者自己

的生活 。 画家笔下的形象越是为人们所熟悉，就越是被视为精神意义的符号 。 远

古形象、异域形象，还有个人色彩过于浓郁的形象都会加重观看者的负担 ； 可与此

同时，此类形象又可以把观看者的目光引向深处 ． 去发掘表层之下的富矿 。 我说会

增加负担，并不是说需要某方面的专 门知识，需要某方面的事实信息，而是说，对

＠ 卡斯帕 · 大卫 · 弗里德里希(Caspa r David Friedrich. 1774- IH4ll) ，德国画家。一一译注

＠ 鲁本斯 (Peter Paul Rubens, 1577- 1640 ) ． 荷兰画家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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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画面内在含义的理解会比较曲折隐晦，不那么简单明了，例如以《圣经》故事为

题材的绘画作品 。 面对此类作品，观者如果不知道画面中故事的寓意，就不能完

全感受到作品的表现力。同样，如果观者不了解某个时代，或某位画家的风格特

征，也无法同作品做有效的交流沟通。看 14 世纪的木雕，就要让目光穿过人物的

衣装和外表，深入人物的灵魂；在鲁本斯的《最后的审判》中，上帝居坐于上，恶龙

盘旋于下，因正直而将上天堂者欢立千右，因邪恶而将下地狱者哀戚千左，这些决

不仅仅是画面结构的安排，同时也表达了画家本人的价值判断。如果将丢勒0的

木刻画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做一番对比，就会清楚看到，画家下笔的轻重缓

急并非仅仅体现于平行和垂直两条轴线上。以丢勒和达芬奇的作品为例，应当注

意到丢勒画中的形象是更加集中，更加生动，更富于张力。 如果再看看丢勒于

1523 年完成的《最后的晚餐 》，上述的评价就更为清晰了。在伦勃朗呀叭门诺神父》

(Mennonite Preachers ) 中，画面中的两个人物出现千具有强烈寓意的框架中，围绕

着这两个人物的圆并非仅仅出千画面构图的考虑，而且首先是两心交融、无言自知

的表达 。

路德维希·里希特©曾说，艺术乃是“用心灵之镜反射自然之光” 。 在风景画领

域，这句话显得尤为恰当 。 面对风景画，只需一眼，观看者就会由衷发出诸如“亮

丽”、“沉闷"、“伟大”、“乡愁”之类的感叹。因此，画面中的某个部分或许会随着感受

的延长而增加分量，但它从一开始就已披上心灵的色彩，在由静到动、由高度向广

延的转换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 为何这幅画给人亮丽明快的感觉？因为一碧如

洗的天空占据了足足半幅画面 。 为何那幅画给人的感受截然不同？因为山坡上天

空阴郁，且只占到画面的四分之一。许多观看者都能理解领悟小幅风景画的艺术

性，因为画家所选用的比例令画面与现实判然有别 。 不过，许多观看者会放任自己

的想象，任其越出画面的边界之外。如果观看的是画面本身，边框之外画面就停止

了；可有些观看者会运用自己的想象，把画面的边框无限扩大，不妨把他们比作某

些小说读者，喜欢在圆满的大结局之后，还去想象主人公如何生活，直至人生最后

一刻。

0 丢勒(Albrecht Durer, 147 l—1528) ，德国画家 。 译注

＠ 伦勃朗 (Rembrandt Harmen泌zoon van Rijn, 1606-1669) ， 荷兰画家 。 译注

＠ 里希特(Ludwig Richter, 1803一1884) ｀德国画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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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每一幅伟大的绘画作品都会迫使观者超越画作自身，这不是画面现

有空间维度的扩展和延伸，而是对画面的超越，跃入精神领域之中 。 我曾指出，以

绘画去再现具有神圣意义的事件，如果画家能用画笔把握住意义至为深邃的一刻，

观者很容易就能体会到画面的全部情感色彩，米开朗基罗的《圣母怜子 》 (Piela) 就

是一个突出例证 。 观看这幅作品时，我们感到真情涌动，思绪纷飞 。 这是一种复杂

的情感，在宗教虔诚和纯艺术美感之间激荡 。 从其精神价值方面去理解，带有强烈

民族特征的艺术作品驱使我们去体验各个民族的精髓，无论它是德国人所说的“精

神”(Geisl) ，或是法国人所说的“精神 ”(espril) ，或意大利人所说的＂慈善“

(gentilezza ) 。 许多情况下，历史题材画虽无模特可用，一样可以描绘出事实细节，

揭示出历史事件的意义 。 对于肖像画和风景画画家而言，仅仅做到肖似还远远不

够，作品必须能令观看者感受到某种气韵，令艺术和现实息息相通，血脉相连，仿佛

尚未出世的挛生兄弟 。 所谓“某种气韵＂，也就是创造的伟力，自然由是乎生，艺术

由是乎成 。 当我凝视一位巨匠再现千画布之上的崇山峻岭时，自己也仿佛融入到

长林古木、连山绝壑之中，不禁气为之定，神为之闲；随着目光逐渐上移至天之底、

峰之巅，又不禁感到神清气爽，似遗世独立，羽化飞升 。 但这还并非全部。我还必

须感到，山非人。山有两极，一极深深扎入大地深处，扎根千翻腾涌动着的黑暗力

量 ；另一极高刺青天，悬挂起天国的自由彩旗 。 惟有此时，艺术感受才算达到其目

的 。 在这最后阶段，包含了艺术感受的一切：初始整体印象、画面内容、色彩和空间

的安排、精神的表达 。 各阶段各就其位，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就如同一位音乐家，

对自己所演奏乐曲的认识一步步加探，直至最后把作品的全部精神内涵都积聚于

自己手指之上，再挥洒于弓弦琴键之间 。 不过，得上天特别恩宠者可向前再多行一

步。当然，这样的人向来为数不多 。

与按自然顺序来感知艺术紧密相连的是在指导下来感知 。 指导下的感知当

然不能打乱感知的自然顺序，或令其受到约束，但仅仅提出此点尚有不足，还必须

指出，正因为有了自然感知的规范和参照，指导下的感知才有可能实现 。 同样，也

没有必要特别指出计划周详的艺术教育和指导下的艺术作品感知之间存在着区
别 。 显而易见，艺术教育所要解决的任务要深远得多，如果能循序渐进 ， 步步深

入，即可获得健康的发展 。 毕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观众要想真正熟悉大师的

作品，还是要求助于专家 。 在艺术作品面前，普通观众就如同面对琳琅满目的商

品的消费者 。 “很少有消费者能辨清放在面前的究竟是什么，尤其难以辨清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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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可贵之处 。 通常而言，大多数消费者只能跟随宣传介绍的文字，看到别人

想叫他看到的东西 。 ” CD因此，我们必须搞清楚”宣传介绍的文字”到底说出了哪些

特征。

通常而言，这些特征构成了艺术对象的精髓 。 我们知道，要感知艺术对象的精

髓并不容易，甚至对自然界的感知也离不开解释活动，而要理解社会性和历史性的

存在，这决非易事 。 与此同时，艺术也不能仅仅被动欣赏，而要主动为之付出努力，

惟有主动付出努力之后，才谈得上真正理解艺术作品 。 当然，要真正理解的是艺术

对象，而非艺术家的主观意愿 。 艺术家的主观意愿有时先行于作品的艺术效果之

前，有时又滞于其后。不过，不应指望普通观众会对所涉及的问题做仔细而深入的

研究，同样也不应指望普通听众知晓所听乐曲的转折点何在，各种乐器的动态范围

又有多广 。 普通观众只要知道笔画的色彩不如油画绚丽就足够了，同样，普通听众

只要知道长号的音色不同于长笛也就足够了 。 回到色彩这个问题上，专家应把入

门者的目光引向相同色彩反复出现的地方，让入门者在自己的想象中替换作品中

的色彩 。 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引导入门者一窥画面的色彩构成，而这种知识单凭自

然感知过程是无法获得的 。

不过，专家不应让入门者过度沉湔于色彩本身，否则就是引人误入歧途 。 当

然，对色彩自身之美的享受并不低俗 。 无论在自然界中、焰火表演中，还是在彩色

动画和绘画中，绚烂奔放、流光溢彩、闪烁跳跃的色彩都能令人怡然而乐，看着色彩

生于光，灭于暗，这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经历 。 歌德就十分珍视这种经历，从中找

到无限乐趣 。 不过，只有在一些不多见的例子中，色彩自身的欣赏才能同绘画作品

的理解扯上关系 。 绘画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只有通过勤修苦练才能掌握 。 我

们不能止步于色彩之美，恰如我们不能止步于语言的音韵之美 。 无论是绘画，还是

诗歌，我们都有责任去理解色彩或语音背后的意义 。 有一种观点，虽然不大正确，

却影响颇广：要掌握形象和色彩的语言，就要求助于历史语法。每当入门者在指导

下感知艺术作品时，首先必须确定，历史知识的粮食有没有霉变，能不能食用 。 历

史知识的确可做出美味佳肴，但并不是毫无条件的 。 如果我，作为观者，想要体验

作品的永恒价值，那么我所使用的方法决不能与其意义相冲突 。 各种绘画知识的

运用，无论是技巧方面，还是素材方面，都离不开特定时期和特定国别的“艺术意

(!) G. A. Jaederholm, Psychotechnik de., Verkaufs (Leipzig, 1926) ,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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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artistic intent ) 。历史知识还要防止人们绕弯道 ，走错路 。 假设一位观者站在

一幅 11 世纪或 12 世纪的绘画面前，他理应知晓，早期画家并不追求三维立体的效

果而是朴素地使用二维平面空间作画 。 换一种情况，观者也应知晓，易时易地，某

些画家不会描绘出刀砍斧劈般的线条和栩栩如生的细节。再举一例，有些画作掠

于复杂多变的社会，亦是为那一社会服务，对此类画作的评判显然有别千那些追求

终极意义的画作 。 仅仅依靠历史知识是无法真正接触到大师之作的永恒精髓的 ．

这里介绍两种半历史的方法 ． 以协助指导下的艺术感知 。 方法之一，将具体作品置

千同一画家的其他作品，以及画家本人的人生经历的背景之中；方法之二，将具体

作品置于风格相近的其他作品的背景中 。 如果观者想严肃、深入地探究丢勒绘画

作品的意义 ，方法一就很有帮助 。 至千方法二，不妨提一提，如果观者首先对千哥

特风格有了相当的认识，再面对具体作品，他会有丰富的感悟 。 颇有点像对具体作

品先做一番导入，这种做法在音乐中十分常见，在抒情诗中也并不鲜见 。 不过，明

智的专家只会引导观看者去注意画面中真实存在的东西，他的论述应当客观冷静，

澄清作品所遴循的艺术规范为何，所呈现出的解释性意义又为何，更揭示出这些力

献在同一部作品中如何相互依存 。 有时，对千所研究对象已有了相当全面的了解 ．

例如哥特风格的根本特征 。 这时 ，专家的任务会轻松一些 。 在艺术教育中，谨记过

犹不足；还要注意，不要把对绘画作品的感受搞成科学研究，后一种方法很可能会

冲淡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 。 我们所提倡的是一种不急不忙．心平气和的接受．无论

在深度上 ．或是在广度上 · 都能做到柔韧灵活，屈伸自如 。 对知识的渴望是一种再

自然不过的情感其上限融入到精神领域之中 。 艺术作品，作为精神的产品，当然

堪为知识追求的目标 。 不过 ·艺术作品中仍有许多是妙不可言的 。

我觉得，要想对艺术作品做出评判，就必须增长自己的知识 。 肯定一幅画并非

难事，可要说出否定意见，还要说得有理有据 ， 就难得多了 。 如果面对的是一幅广

受好评的大师之作 ．那更是难上加难 。 如果讨论的是画中某个显眼的细节，或许批

评起来要相对容易些 。 例如，面对多梅尼科 · 韦内齐亚诺0的 《朝拜的贤士 》 (The

Adoration o尸he Magi) 时，观众会立即注意到画面中白马背上的驼峰，现实中的白

马显然与此不同 。 不过，在斯皮奈托 · 阿热蒂诺听叭最后的晚餐 》 ( Last Supper) 

0 多梅尼科 · 韦内齐业诺(Domenico Veneziano . 1410- 1461 ) ． 意大利画家。—一译注

＠ 斯皮奈托 · 阿热蒂诺(Spinello Aretino, 1 35( ）— 141( ） ） ． 意大利画家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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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犹大占据画面中最显眼的位置，抢了耶稣的风头，这倒未必就是瑕疵 。 规则是：

如果画面中有一群人，每个人所占的画的比例不应平均分配 。 舞台上的情形与绘

画有所不同，舞台上，只要谁开口说话，他自然就会为观众所关注。不过 ，还是能找

出一些与这条规则相悖的例外 。 不妨先说一说有些画作中能见到的一个错误， 即

画面中所有的人都参与到相同的运动中，运动被限制在人群之内 。 为了避免这个

错误，大画家会把动与静两种形象融合到画面的构图之中 。 通过实例讲解和比较，

优秀的解释者会引导自己的学生做出评判，辨清孰为优．孰为劣 。

其实，要回答的问题并不复杂，无非就是“画面中有什么“,”目的是什么” 。 主

题和内容的影响最大，色彩的混合、空间的布局也起到次要作用 。 举例而言 ， 画家

会描绘一群欢歌笑语的饮者，以表现人生之享乐 。 观者应当注意在这样一幅充满

动感的画作中，不同的形象和色彩如何做到自然过渡，不留下丝毫断裂之处 。 观看

者应当指出，画面有一个中心，还应对画面的左右两半做出比较 。 应当注意，观者

的双眼与画中入物的双眼是否大致同高 。 要去引导观者的双眼，而不是任其飘忽

不定，满画面乱瞅 。 不过，采用这种方法的人也要注意，不要陷入细枝末节中，否则

就没个头了 。 这一方法的目的是帮助未经训练的观看者克服肤浅 ， 未经过训练，他

们往往只见独木 ，不见森林，甚至对重要的内容也熟视无睹 。 一幅画的主要色彩有

哪些？它们何时（相对千内容汃何处（相对于空间）出现？有哪些变化？有一种三维

空间的再现方法，仅仅把个别物体（例如房屋、人、矮树、湖泊等等）拼凑到一起；还

有一种方法，将整个画面空间化为一个有机整体 。 对应千这两种绘画技法，色彩处

理手法也不尽相同 。 第一种手法把不同色彩的颜料涂抹在画面上，互不融合；第二

种手法则把所有色彩融为一体，形成整个画面的基本色调 。 如果观者理解了这两

种不同方法的画面张力．他就学会了如何根据规则在画面中前进 。 他将以画面为

指南确定自 己的行进方向，自始至终与画面亲密接触，一刻也不偏离 。 千是 ． 他也

能避免犯另一种错误，就是脱离画面陷入 白日梦，任 由自己的幻想超出画面之外 ，

漫无边际地游荡 。 才思迅捷者完全可以在艺术体验中引入杳冥精微的沉思，但这

种沉思并非艺术体验的一部分，这一点他们本人务必要清楚，更要亳不含糊地告诉

他人 。

解释者只要能用明晰、合理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就算合格完成任务了 。

有些解释者才华横溢，却过度沉涌于作品之中，企图令作品在自己的语言中纤毫毕

现。 然而 ，要知道 ，在真正的艺术作品中 ，有许多东西是不可言说的，对其的解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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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穷尽的 。 一定要注意，莫要步这些人的后尘 。 解释者要避免满口“创造力”,

却漏掉了清节跌宅起伏的场面和主要事件；他要注意，不要为作品中明显的瑕疵粉

饰，说什么“另有深意”，虽然有些观众喜欢出其不意的解释和令人惊讶的言语 。 心

平气和、发人深思的描述要比满是专业术语的语言有价值得多。

还有另一种艺术感受，与上文介绍的截然不同 。 借用神秘哲学的术语，不妨称

之为“静观”(contemplation) 。 每当解释者所使用的语言和被解释的艺术作品在艺

术性上不相上下时，就能发现这种静观的痕迹 。 通常，它更多也更清晰地体现于视

觉艺术作品向语言文字的转化中。真正的静观有两种形式，二者相克相生，相反相

成 。 中世纪的炼金术士已把想象(ima和na1io vera) 同幻想(imaginatio phantastica ) 

区分开，前者从内部感受和再现自然，后者将自己的意愿注入自然之中 。 心灵创造

的艺术要么与外物相符，要么游戏于外物之间 。 达 · 芬奇曾说，自已发现了一种新

的“观看”方式，其实他说的不过是大多数人能从天上的云彩，或不规则的点中“看

出“某种形状 。 最近 ，科学家利用色彩表，对想象投射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想象的

自 由流动过程并非毫无研究价值，通过对它的研究，我们不时可以窥探到创造的过

程 。 这就有点类似于观察精神疾病患者的绘画（荣格＠认为，让精神疾病患者绘画

对其病情的治疗有益 ） ，以及所谓“灵媒”作画 。

不过总体而言，我们所打交道的是“想象”。要理解想象，有两个前提：首先，必

须承认，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万物之间的联系，不可能与理性的基本原则吻合得

丝丝入扣 。 在一些非同寻常，甚至是千载难得一遇的事件中， 即便是想象力贫乏的

人也能见到这种联系 。 不过，明显的意义更为深远，其精髓隐匿于内心最深处的永

夜中，那是默默流淌于一切生灵之间的潜流 。 艾克哈特©说：”是金属就能炼出金

子，是生命就能看到上帝。”从这一意义上说，艺术揭示出永恒，艺术家从牧师手中

接过永恒，加入自己的神秘冥想，令永恒有声有色，成为活生生的生命 。 说到这儿，

我不禁想起一座世代酿酒的小村埃德加，想到村中的小教堂和教堂中的一幅画《椋

葡萄的耶稣》 ( Christ in the Wine Press) 。 画面中，救世主的鲜血滴入葡萄汁中，与

葡萄汁融为一体；同样，任何一幅艺术作品中，精神的力量与有形的物体融为一体 。

(J) Lotte Pa ul 、en, "Phantasievorgange bei der Deutung s innarnier Farbkompl exe ," Arch . f. d. {<esam比

Psycholugie, Bd. 99( 1937). 

＠ 荣格 (Ca rl G. J ung , 1 875— 1961 ) ，瑞士心理学家．一译注

＠ 艾克哈特(Maste r Eckhardt . 1260—1327) ， 德国神学家 。 译注

58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静观艺术品

无须尴尬，更无须踌躇。 面对伟大的艺术作品，观者心中唤醒返璞归真时所特有的

幸福感 。 从艺术作品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如山间一汪潭水般清澈见底，平整如镜的

心灵，那是虔诚信奉天主者方有的心灵 。

既已谈到静观，就应当多注意观者的态度 。 此时，他眼中所看到的不再是化为

空间和色彩的人生，他脑中所浮想的也不再是情节跌宥起伏的故事 。 里尔克。有一

首名为《牵连 》(Bundniss) 的小诗，其开头如此写道：

我是一幅画，

不要逼我开口 。

静观者无须聆听，亦无须去征服 。 他只须在静默中等待，那一刻一旦降临，就

令人世间的一切黯然失色 。 虽然面前仅仅是一幅画，却仿佛打开了一扇门，天地万

物由此门流入他的心田，唤醒他心底无名无状，无形无象，茫然不知所往，昏然与万

古同归的力量 。 刹那间，人、事、天地万物皆在拈指一笑间化入心田 。 沉默即是力

量。中国人和日本人冥思于他们的水墨山水之前时，他们并非在体验自然，哪怕是

理想化的自然，也不是在探索空间的各个维度 ；他们是在冥思，以接近存在的核心 。

欧洲历史中，也不乏将艺术和宗教信仰在神秘中结为一体的例子 。 面对这样的作

品，不应只是耸耸肩，将其视为痴狂 。 要记住·艺术亦可以静观（冥想），不过此时 ·

其已超越自然之上，亦无道路可循 。

人道的人在静观时并不是要探索作品的构图，更不是自娱自乐；静观时．不是

忙着用目光去探索，而是“定千其中“ ( Darinsein ) ；静观时，亦不是在亢奋中沉浮，而

是摆脱波涛翻滚的心海，稳企于宽厚平实的大地之上 。 这不失为一项奇迹，只有当

一切都归于平静时，奇迹才能发生 。 换而言之，静观有自 己的节奏，既无法加速，亦

无法刻意减缓 。 日本禅宗认为，艺术有着一个特殊的目的，就是在神秘哲学和文化

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每个日本人终生都要学习、修行至少一项艺术，那就是 ｀书法 ＇

艺术，因为书艺是一切艺术的起点和基石”。© 对于静观中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在

0 里尔克(RR i ne r Maria Ri lke , 1 875一 1 926) 奥地利诗人 。 译注

(2) Eugen Herrigel, "Die ritterliche Kunst d es 阳gensch心ens." Nippon Zeitschr中 fur }upanologie . 

1936, Hef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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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是否能令世界烟消云散，令自我土崩瓦解，而在于通过心灵的隐退，真正像赫里

格尔。所说的那样，只要做到万念俱灰，灵台空明，就能一箭命中远处的靶心 。 如果

说，有人可以做到心中无靶，却一矢中的，同样也可以做到忘掉艺术作品中的细节，

却领悟到其终极意义 。 如此这般冥思并非乏味沉闷的浮想，而是人生中的一个真

实阶段 ，要想达到这一阶段，也只有静观这一条路，别无他途。一旦达到这一阶段，

艺术哲学就成为蕴含着终极意义的学说。

0 赫里格尔 (Eugen H errigel, 1 884—1 955 ) ， 德国哲学家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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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J泽德迈耶尔 著 王艳华＊＊ 译

汉斯 · 泽德迈耶尔 (Hans Sedlmayr, 1896— 

1984) ，奥地利艺术史论家，维也纳学派笫二代代表

人物 。 1918—1920 年在维也纳技术学院学习，尔后

在维也纳大学师从德沃夏克和冯 · 施洛泽尔。他曾

任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和萨尔茨堡大学艺术史

教授，对巴洛克建筑犹有研究 。 著有《中心的丧失 ：

作为时代征兆和象征的 19 世纪和 20 世纪美术 》

(1948) 、 《 大教堂的出现》(1950) 、《艺术与真理：艺术史的理论和方法》( 1958) 等。

泽德迈耶尔敏锐地分析道，现代艺术有别于古典艺术的重要特征在于各

门艺术自立门户 。 如果说绘画、雕塑、建筑、园艺和装饰在古典艺术中是作为

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话，那么，在现代艺术中这些艺术纷纷独立起来了 。

造成这种艺术分立的是某种对艺术的纯粹性的追求，所谓纯粹性，也就是一种

艺术形式独一无二的特征，它是把其他艺术要素排除之后所得到的结果 。 比

如绘画把雕塑的三维立体空间加以排除，因此而导致了绘画走向平面性甚至

抽象性 。 如果说古典艺术是整合的艺术，那么，现代艺术则是分立的艺术，它

最终必然产生出艺术自主性的现代观。 这一观点可以和格林伯格的 （（ 现代主

＊本文译自泽德迈耶尔：《中心的丧失 ：作为时代征兆和象征的 19 世纪和 20 世纪美术 》 ( Ari in Crisis : 

The Lust Center[ New Brunswick, 2007])第一部分第三章 。 译注

~-*王艳华，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大连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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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绘画 》一文参照阅读，后者也讨论了相似的问题并得 出了相近的结论 。

当每一种独立的艺木都决定将艺木的职责绝对化地揽于其一身时 ， 这确

实是自我主义 ， 可是 ， 事实 上， 如果这样做，它们就得丧失自己真正的个性 。

-—理查德 · 瓦格纳

从 18 世纪末开始，各种不同的艺术开始相互分离 。 每一种艺术都在努力寻求

自身的独立、自主、自足 ；每一种艺术都极力追求（一种带有双重含义的）“绝对性”。

每一种艺术，都力图把自已完整的纯粹性展现出来 事实上，它们甚至把这种纯

粹性提升到了某种道德假定的高度 。

尽管还有其他标准，但这种走向自主性的趋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准

去做出判断，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各种艺术流派中，哪些是真正“现代的＂，哪些应

该被划归到保守和反动的一类之中 。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种等同于艺术分立的

趋向当作我们的出发点，对那些与每一种艺术相异的因素和对立的法则进行一点

点的排除，我们会发现，我们将得到一个可作为论据的事实和一条线索。之后，让

我们继续，把人们所认为的每一种艺术内部的外来 （于其他艺术的）因素排除，比如

说，让我们从绘画当中将三维艺术的元素、将线条的元素 、将建筑和戏剧的元素、将

超验的以及文学的元素排除，一言以蔽之，就是将具有客观成分的因素排除 。 由此

会发现，我们将得到一个有效手段，能够协调 1 9 世纪和 20 世纪艺术中某些具有历

史意义的发展过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能参与到这些历史发展之中，使我们

的时代发展和另一个历史发展相互促进 。 我们现在大有可为 。 在此之前，我们只

能将这些发展过程当作未经处理的历史事实材料，此外我们无计可施 。 可现在我

们能直接触及时代的根基，并拥有一种全新的方法去理解它 。

本文无意在此对这种自身纯粹化过程进行系统的历时性叙述（尽管这种叙述很

有必要，就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艺术进行真正严格、透彻的分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

在此，我们必须让自己满足于最宽泛、最粗略的概述。 尼采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要把

不同的艺术彼此分立开来 ，就必然会导致艺术的堕落。 事实上，对于他来说，将一种艺

术从其他艺术那里分离出来，这是一种野蛮行径。 他清楚地看到，各门艺术统一性之间

存在着一种关联，那是关千风格感(a sense of style)本身 。 当一门艺术衰落时，另一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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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也会随之消失 。 现在，让我们开始快速地回顾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那个发展过程吧 。

—、“纯粹＂的园林

新的园林艺术，为了实现它自身的“纯粹”形式，它将所有与建筑和雕塑相关的元

素都排除了 。 简言之，就是将所有人的因素都排除出去，不仅从它的种植绿化中排

除，还从它的主要构成材料一一风景的处理中加以排除 。 当然，这种园林还会持续大

量地把建筑包括进去，但是，这些建筑 · 它们是被当作某种外在于园林自身或从园林

那里脱离出去的东西，这就仿佛是一幅画，它可以被挂在一个现代风格的房屋的墙壁

上，但是，它只能被当作一个与房子本身相脱离或外在千房子的东西 。 在园林艺术发

展早期，园艺工匠们的工艺一直保留着某种与画家之艺术的关系，他们仍然在创造出

符合画家程式要求的景观，那是一种舞台布景，是在大自然无边框的场景上，用来自

自然的元素营造出来的 。 然而，当这种艺术达到其登峰造极的水平时，它充分意识到

了自己的个性，以及自己独特的创作法则 。 随后，它便剔除了绘画的元素，使其达到（或

者不惜一切努力地试图实现）自身的独立自主，它只愿承认其自身独特的构成法则 。

二、自主的建筑

在建筑中也呈现出一种倾向，即将一切与人有关的元素、一切与雕塑和绘画有

关的元素都排除出去，而这些元素在巴洛克风格中是彼此融合的 。 最终，它将色彩

以及不同类的柱子（它们是构成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基本元素）也排除在外，如此

一来，这种艺术骄傲地宣布自己的独立自主了 。

这场追求“纯粹的“建筑的战斗，早在 20 世纪初之前就已经打响了 ： 阿道夫 · 路斯(D

向装饰之风宣战，建筑师们开始从混凝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 这次变革可以追溯

0 阿道夫 · 路斯 (Adolf Loos. 187()— 1933) ，奥地利建筑师与建筑理论家．欧洲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其

名言为装饰就是罪恶”。 他主张建筑以实用与舒适为主，因为建筑“不是依靠装饰而是以形体自身之

美为美”，强调建筑物作为立方体的组合同墙面和窗的比例关系 。 其代表作品为 191 0 年在维也纳建

造的斯坦纳住宅 (Steiner House)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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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8 世纪末发生的那场建筑革命 。 法国大革命还没爆发之前，勒杜CD就已率先领

导了这场建筑的革命 。

布景和绘画的元素首当其冲被剔除出去 。 ＂轮廓”也从建筑物中消失了，它本

是巴洛克艺术家们根据有机生物的形状模拟构思出来的 ， 有时，它甚至与人的轮廓

相关 。 如今 ，门和窗都被直接嵌入墙体，不再有任何形式的边框 。 飞檐在此之前一

直都仁立在建筑物的顶端，如今也不见了踪迹 。 建筑物的顶端边缘十分平坦，可见

建筑师们开始偏爱水平结构了 。

无论柱子在什么地方被保留下来，它们身上都不再有任何生气，不再有某些暗

示人体的因素 ，不再与人体相关联 。 然而，将人体雕塑替换成柱子，这太让人不可

思议了 。 在不同类型的柱子当中，人们开始偏爱那些相对没有生命意蕴的柱子，比

如陶立克柱式以及托斯卡纳柱式 。 也就是说·人们开始偏爱那些没有柱基但有纯

由几何形构成的柱头的柱子 。 柱体的曲度往往是其原初造型所唯一可以留下的东

西，可是，这种曲度也慢慢地消失了 。 如今，原来的柱位，我们经常用简单的支撑物

或立柱来填充；柱子 ．像基督教早期艺术那样被嵌入墙体，或者仅仅被附着在建筑

物四方体的光滑表面上 。 正如考夫曼＠强调的那样，它们成了织物嵌花的相似物，

有时 ．人体雕塑也被当作装饰品的相似物来处理 。

色彩也烟消云散了 ，即使某处仍然保留着色彩的余韵，它也是被调成区别于 白

与灰或棕与黑之间的一种色调，基利＠为排特烈二世设计的纪念碑就是一个例子 。

显然 ．这个世界等待了几千年的．纯粹的”或者“绝对的“建筑 ． 如今已经来到 。

三、纯粹的雕塑

雕塑从其自身排除了一切与绘画有关的元素，然后怯生生地龟缩到它自己的

0 克劳德 · 尼古拉斯 · 勒杜(Cl a ude-Nico l as Ledoux. 1736- 1 806) ． 法国启蒙主义时期最杰出的建筑师

之一。其绍村( La S.1line de Chaux)理想城不但“是工业时代的第一座理想城市“．而且“肯定是最迷人

的一个＂。一一译注

＠ 埃德加 · 考夫曼 ( Edgar Kaufmann, 1 910- 1 989) , 美国建筑师、建筑史家、作家及演说家。 译注

＠ 弗里德里希 · 基利 < Friedrich Gilly . 1772—18(）( ）） ．德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学中的精英 ．他促进了德国古

典主义建筑学的突破 ． 井影响了建筑师创作的多样性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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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地之内 。 它只通过眼睛来感知触觉：它基本上是单色调的，而在巴洛克和洛可可

艺术中，单色雕塑是一种不常见的现象，那时，彩色雕塑才是主流 。 如今的雕塑形

式是纯白的、朴素简洁的，它们由纯线条勾勒而成，并有着严格的形式，它们抵制绘

画和雕饰的元素 。 这类雕塑摒弃了一切创造性元素 · 它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它被考

古学的规定所操控并不断地用清晰、乏味、反复的话告诉我们，它变成了一件多么

精致而纯粹的东西 。 然而，事实上 · 在它背后 ． 真正的造型力和创造力消失了 。 卡

诺瓦＠和托瓦尔森哥的作品 ．被当成能够使无生命物焕发出生命的艺术 ，却远不如贝

尔尼尼©的作品，然而，贝尔尼尼如今却遭人唾弃 。 现今，雕塑敌视图画元素，它通

过否定而存在 ．通过对色彩、完整性 、愉悦以及运动的厌弃而存在。

西奥多 · 赫泽尔＠说道 ： “尽管如此 ． 雕塑之所以开始疲软，是因为它怯生生地

姥缩到它自己的领地之内，这就使它丧失了对其他艺术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本

来是非常重要的。从根本上说 ．雕塑的分立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倾向 ，无可挽回地

与建筑、绘画以及生活发生了 冲突，因此，石裔像便不可避免地慢慢积上了尘土，日

益被人们当成无用的废弃物 。 除了为其揭幕的那一天之外 ． 再也没人关注大量的

纪念碑和纪念物了 。 ”@

这种雕塑乃是一种“伪装的浮雕艺术”， 人们可以自 相矛盾地解释说，这些雕塑

是三维中画出的线描 。

四、线描艺术

在这种如鬼魅般的白色雕塑（人们几乎可以称之为伪雕塑）与某种绘画之间 ．

0 安东尼奥 · 卡诺瓦 (Antonio Ga nova . 1757— 1822 ) ． 意大利古典主义雕塑家 ．其作品标志着雕塑从戏

剧性的巴洛克时代转化到更为细腻的古典主义时代。 译注

＠ 博尔泰尔 · 托瓦尔森 (Berte l T horwaldsen. 1768-1844 ) ，丹麦著名的雕刻家，欧洲古典艺术复兴运动

的领军人物 。 译注

＠ 贝尔尼尼 (Giovanni Lorenzo 比mini, 1598— 168(J)意大利雕朔家、建筑家、画家．早期杰出的巴洛克艺

术家。一—译注

＠ 西奥多 · 赫泽尔 (Theodor Hetzer. 1 89( ）— 1 946) ，德国艺术史家 ． 曾任莱比锡大学艺术史教授。一—

译注

＠ 西奥多 · 赫泽尔 － 《 论绘画中的雕塑特征 〉） ．选自 《威廉 · 平德论集 》 ( 1 938) ． 第 28-6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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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 ，这种绘画倾向千单色调绘画，它摒弃色彩，或者说，它至少摒

弃作用千感官的色彩 。 卡斯滕斯CD的作品是这种艺术的代表 。 在卡斯滕斯的素描

中，三维元素得到了保留，但一切与色彩相关的元素却被摒弃，或者至少可以说，画

家把颜色限制在黑—灰一白的渐变中 。＠ ＂光”也不再受到画家们的重视 。 如今，除

了这种无色或“弱色”的绘画之外，还出现了一种将三维元素从二维再现中完全排

除出去的趋向 。

五、纯粹的素描和轮廓的艺术

如今绘画自身也出现了决裂，这是线描家和油画家之间的决裂，也是线条和色

块之间的决裂 。 纯粹的线描画出现了，J . 弗拉克斯曼©是第一个实践者。在这一类

画中，线条纯粹是轮廓，它不再有将所塑造的幻象推入背景的造型功能。＠ 人物 、风

景以及建筑都以纯线条而无阴影的方式被呈现出来，这是一个值得人们仔细地分

析的现象 。 这种线条的艺术既具有某种仿古的特点，又有着非理性、鬼魅的特征 。

它在表现幽灵的世界，表现冰冷而超感官世界时如鱼得水，这绝非偶然。

事实上还远不止千此 。 我们注意到一个突然出现的观点， 即感觉这最后一个

元素，亦即手的自由运动，也将被摒弃了 。 在 1790 年那场极具革命性的“国家艺术

审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 ． 我们听到哈森弗雷兹也宣称：“我深信，绘画中所有物象

都可以用尺子和圆规来处理 。”事实上这所谓的“发现“有些幼稚，然而，从更广阔的

历史语境来看 ·它就宛如 190() 年前后”构成主义者们”的开场白，尽管后者的动机有

些不同 。

三维元素被排除出去后， ＂轮廓＂中阴影技巧便日臻成熟，这结果是顺理成章

＠ 卡斯滕斯(Asmus Jacob Carstens , 1754- 1797 ) . 丹麦裔德国新古典主义画家。一一译注

＠ 威廉 · 平德 (Wi lhelm Pind e r ) 《欧洲美术史中的”代”的问题》。

＠ 弗拉克斯曼 (J. Flaxn1an . 1 755一 1 826) ． 英国雕塑家和画家，英国和欧洲新古典主义运动的领袖之

一。 译注

＠ 参见《麦克斯 · 苏兰论弗拉克斯曼 》 ． 《 美术论刊 》新刊第 19 卷，第 189 页 。 同时参见他论加厄洛

(Gagneraux . 1756— 1795 ) 的线条画 。

© 哈森弗雷兹(J ean H enri Hassenfraz . 1755— 1 827) ， 法国古典主义画家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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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这种艺术是艾蒂安 · 西鲁哀特。创立的，在 1760 年前后风靡一时 。 我们可以

看到，这种艺术是史无前例的 。 此时人们还能忍受色彩的出现，即便如此，我们还

是不难发现，人们越来越相信，素描本身一—甚至是轮廓自身 就足以担当某样

东西的美学表达 。 换言之，从观念上来讲，颜色是多余的 。＠

六、纯粹的绘画

我们注意到，自 18 世纪初开始，与纯粹的线条艺术并行发展的是一种新的绘画

观念，这种新观念以色块为基础 ， 线条被完全排斥在外（代表人物有康斯坦布尔和

特纳） 产 和纯粹的线条艺术一样，它也经历了同样完整的发展程序：它一度是个统

一体，尔后各要素开始分化，最终彼此完全决裂。后来这种新发展找到了科学上的

依据 。 19 世纪的人们对光学十分狂热，而且用科学来确立它的地位 。 他们认为，眼

睛只能注意颜色和色块， 它看不到形状和轮廓。＠

随着绘画从线条和塑性形式中解放出来，颜色的活力也被释放了出来 。 “对浪

漫主义者而言，色彩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特质、它对情感产生了如痴如醉的作用，以

及它不受制于事物和形体 。”比如说，在特纳那里，尽管这种情况更适用于发生在那

个世纪中叶的各种艺术运动，然而其中一个目的在千某种类似千狄奥尼索斯式的

艺术，而另一个却努力去表达纯粹的光线的流动 。

因此，通过将自己限定为纯粹二维空间的色块元素 心理学上的最新发现

揭示的是色彩对我们产生美学作用的具体方式 绘画在重现三维效果方面不再

发挥任何作用 。＠

赫泽尔曾说道：”到任何一个美术馆去参观都会使学生轻而易举地明白， 18 世

纪的绘画之所以与其同期瓷器、雕塑及家具有某种直接关联，不仅是源于其风格，

＠ 西鲁哀特(Etienne de Si lhouette , 1709— 1767) ． 曾担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财政部长，剪纸或剪影艺

术的创立人，“剪影”(Silhouette)这一称谓就是因其名而得． 一译注

＠ 康德： 《判断力批判 》( 1 790 ) ，第 14 页 。

＠ 康斯坦布尔(Consta ble) 和特纳(Turner) 均为 18 世纪英国的风景画家。 译注

＠ 西奥多 · 赫泽尔 ： 《论绘画中的雕塑特征 》 ，第 28—64 页 。

＠ 参见冯 · 阿勒施(von Allesch)所著《色彩的艺术表现》（柏林， 1 925) ，同时参见《批评论丛 》 ( 1 932) ，第

214—22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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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因为这些画与这些器物都具有成型物质材料的质感 。 挂毯是介于图画和器物之

间的东西 。 虽然如此，但一幅 19 世纪的画却和其他的产品不再有任何联系了，无论

基千生产它们的材料的理由或是其他任何理由。它不再是一种可以触摸的事物，

而纯粹是一个二维的东西，它不再表现我们的触觉了 。 ”。

线的艺术和色块的艺术现在截然对立。一方超越于我们的感官，另一方直接

作用千我们的感官，甚至是我们的胃口；一方服务于美的狂热，另 一方服务千生活

的狂热－—－尽管它也同样服务千丑的狂热 。 “直到 19 世纪我们才意识到，雕塑的纯

洁与色彩的力比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 ”

七、从绘画中排除建筑元素

在三维、线条以及色彩的元素被排除之后，紧随着这一趋势的还有其他的倾

向，它们弱化甚至消解了建筑的元素 。

从乔托所处的时代开始，建筑元素就一直是绘画的一个构成部分，正如建筑的

基本特质—一三维空间 一样。一方暗示着另一方 。 图画中的人物在坚实的地

基上站立、移动，不管它是建筑物的基面，还是自然景物远近不一的局部 。 即使是

在 1 8 世纪构图最散的绘画中，比如在瓜尔迪码的画中，触觉延伸到画面的最远处，

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都和同一个基面相关，这个基面也是建筑物的基面 。 即使是

在空中漂浮或者飞判着的人物，也是被控制在一个透视点的框架之内，这个框架刚

好与地面垂直的截面线条平行 。

然而，在当下的图画中，这种建筑框架已经逐渐被排除掉。依据科学而创立的

透视法已经被打破。自文艺复兴以来艺术赖以确立的假设已经被抛弃， 即眼睛能

透过任何一个固定的基点去发挥其作用，能把握物体的空间关系 。

现在确实还有人在谈论”建筑“画，但是已经没有人愿意承认这样的价值具有

真正的基础作用了，但这个基础在过去的绘画作品中非常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

0 西奥多 · 赫泽尔 ： 《论绘画中的雕塑特征 〉〉 ，第 28一64 页。

＠ 瓜尔迪 (France奴co Guardi 、 1712- 1793) ，意大利画家，他被认为是印象主义的先导 。 其风景画具有明

亮的冷色调及柔和的氛围效果。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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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那些图画确实是被“建构”出来的 。 这个基础就是大地 。 建筑元素从绘画中

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绘画素材的纯粹二维和装饰性布局 。 画家越来越热衷千游

离不定的梦幻世界 ，这种迷恋体现为一种精神性的、流动的并与生气勃勃的建筑截

然相反的东西 。

八、聚焦纯可视性的画

如今，在绘画、素描（和雕塑）中出现了一种趋势，艺术家们极力克制自己，努力

将一幅画或一尊雕像所表现的东西只限于人目力所及 。 比如，纯粹来源于思想或

知识的因素，亦即绘画中超验的、神话的抑或寓言的内容，已经被去除了 。 绘画只

限于可视内容的范畴之内 。 这种画面实证主义的典型特征是：绘画的标题完全将

自己局限在感官所能把握的纯粹物质范畴之内，观画者不再驰骋其想象 。 现在，我

们再也没有《黛安娜与仙女 》这样的绘画作品了，我们只有《浴女 》这样的作品 。 我

们没有了“维纳斯”，只有＂斜躺的裸女”或者”坐着的裸女”；没有了 “ Van i tas”应只有

＂照镜子的女人＂；没了“圣母“，只有“女人和孩子” 。

九、“绝对绘画”、“绝对素描”及“绝对雕塑＂

最后，在 19 世纪末，并且是在极左翼（它是所发生变革的一个征兆）阵营中，出

现了各种各样的艺术运动，它们发现了纯粹绘画的理想，就是把现实世界中所有物

体都从艺术中排除出去 。 在达达主义中，其言论以极为相似的方式弃绝了艺术的

解释和再现功能 。

“绝对音乐”这一赞念揭示了人们趋之若整的某种理想 。 素描因而成为了抽象

线条的音乐，绘画成为了抽象色块的音乐，雕塑成为高度几何序列上的抽象形体的

音乐 。 此三者与新的建筑形式相并列，而新建筑形式是耸立空中的几何形体和几

何平面的音乐 。 所有艺术都将变得完全“独立“、“专制”和“绝对“ 。

Q) 17 世纪荷兰的一种静物画类型 ．象征着死亡和变化。~译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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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画解体的“副产品”

所有这些彼此叠加的过程，这些由不同艺术为寻求纯粹性而采取的最后手段

所形成的过程，结果是整合艺术品 ( the composite art work) 的彻底分崩离析 。 而

且不仅是这分裂了的“伟大的＂综合艺术（由建筑创立其基础）的大环境被瓦解了，

绘画的小环境也被瓦解了 。 从乔托的时代一直到巴洛克时期，绘画是一切美的艺

术中二维媒介的代表，是整合艺术品的缩影，因而也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伟大的艺术

品 。 但这样的绘画也被化解为它的不同构成元素了 。

到了最后，这种解体的过程分化了所有内在的可能性，可逐一在单个艺术家

创作中呈现出来 。 像保罗 · 克利 CD这样的艺术家在其创作实验中，对种种可能性

一个接一个地系统展开尝试。“我先是尝试纯素描，之后尝试纯粹的明暗对比

法；在色彩方面，我在色谱的诱导之下去尝试各种辅助实验。这样，我就完成了

不同类型的绘画，着色的明暗对比的绘画、用互补颜料来进行创作的绘画、多重

色彩绘画、全色绘画以及这些类现的组合 。 然后，我尝试了所有办法，通过搭配

不同的类型而进行合成，不断地组合和重组，由此把某个纯粹元素发挥到

极致 。 ” @

最终达到了临界点，任何艺术要分化为所谓的构成元素都不再可能了。当然，

这时艺术的统一性已经丧失殆尽。现在，一幢建筑物仁立在与它毫不相干的风景

之中；一尊雕像同样以相互孤立的方式被置放在两个建筑物之间或两幅画作之间；

一幅画作被孤零零地挂在一面和它毫无关联的光秃而冰冷的墙壁上。一种了无生

气的并置或组合 ( komposition，歌德深恶痛绝的一个词）最终取代了不同艺术之间

生气勃勃的联姻 。 . 
O 保罗 · 克利 (Pau l Kl ee . '1 879—194（几瑞士裔德国画家．其作品深受超现实主义、立体派以及表现主

义的影响。一译注

O 保罗·克利· 《论现代艺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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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艺术品的消亡

与此同时，残存的整合艺术品开始被割裂 。 从 18 世纪末开始就出现了一股潮

流，古老的教堂、城堡以及宫殿中，那些本是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从它们的环境中

被分裂出去、孤立出去了 。 它们被从其土生土长的土壤里连根拔起，像是孤立无援

的难民一般游荡，它们在艺术品市场里寻求栖身之所，或是谋取一种毫无灵魂的制

度化意义 ， 添列在公共的或个人的收藏馆里 。

如今，美术馆纷纷独立了，艺术商是它们的资助者和鼓吹者，维系其全部存在

的只是关于艺术之观点的散播 。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个别的艺术品，接受晚近

很不自然的艺术与艺术之间的决裂，就好像这样的决裂已成为自然法则。更有甚

者，把个别艺术品中的“什么”与“如何＂割裂开，把“形式”和“内容＂割裂开。

在美术馆里，各门艺术之间的分裂永久化了。在这场残忍的分裂之后，本是某单

一整体不可分割的各因素，现在分别在不同的展厅作为展品而展出 。 事实上 ，很有可

能发生这样的事，即某个祭坛的各组成部分被分散在不同的展厅进行展示，绘画的正

式展示场所是画厅，雕塑摆在雕塑展厅，而设施和装饰部分则在手工厅的休息区里 。

关于人类必将注定要在更大、甚至更可怕的程度上面临灾难的说法，也就是关

于他们将被迫离开家园、“重新安顿＇＼最终家破人亡的说法，现在已经预言般地以

古代艺术圣殿为代价而变成了现实。

艺术理论家和艺术史家让事情进一步恶化 。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紧跟潮流，按

照 19 世纪分门别类思考艺术的方式，将艺术划分为许多范畴；他们描述艺术史时处

理的对象是过去那些统一的艺术，然而他们居然还坚持将那时的艺术分割为不同

艺术 。 如此一来 ，他们就为我们的美术馆中这种人为形成的局面推波助澜，而不是

将这种局面当作一时意外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

浪漫主义运动提倡整合艺术品的创作，显然，这是对艺术分立的真正抵制 。 这

场运动对整合艺术品的渴求是千真万确的，尽管事实上它并没有发挥出抵制艺术

分立的原动力 。 在新文艺复兴运动中整合艺术品才得到了复兴，桑珀尔＠和瓦格

＠ 桑珀尔 (Gottfried Semper , 1 803— 1 879) ，德国建筑师 、艺术批评家以及建筑学教授，其设计的代表作

是位千德累斯顿的桑珀尔歌剧院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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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Q)的指尖都能融会统一的各艺术形式 。 桑珀尔写道：“我们可以想象，建筑只有在

其他艺术消亡的情况下才会与它们相分离 。”因为建筑起初将所有的艺术都和自身

融为一体，它具有整合一切因素的力量 。 但是，在这出一切都分崩离析的大戏中，

这种反运动只是延搁剧情推进的幕间休息 。

十二、图像学的消亡

由千整合艺术品及各艺术间的相互关联对这个时代已变得毫无意义，所以，无

法建构一个有其积极意涵的画之世界，即是说，在这样的世界中，每幅画的主题都

拥有自已确切而必要的意义，作为一个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 。＠ 题材越来越乏人关

注了，画的精神内容（前一个问题中的突出议题）与其碰巧悬挂的具体地点是否相

合，已变得不再重要 。 内容贫乏在图像学的创新和构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

上，它的真正意义已经丧失 。 晚近的艺术研究者不再说明整合艺术品的完整精神

意义，他们对其努力要表达的东西也置若罔闻 。 他们无情地把图像学的形式和内

容割裂开来，如此一来，图像学在他们的手下沦为图解技法研究，一门研究局部问

题的学问 。

这些学者也没有注意到以下事实 ： 建筑艺术本来具有表征特性，它有故事要

讲，它和其他各种艺术（不仅是美术）在一起才发挥自己的作用，揭示出感官体验无

法体会的东西，有助千画出天堂或宇宙的“图画” 。 从苏美尔人的神塔、埃及人的神

殿，一直到哥特大教堂和凡尔赛宫的光影王国，都显出了建筑自身的这一功能 。

直到如今，学艺术的学生们才重新开始从整合艺术品的原状来审视它们，体会

其中所蕴含的生命的完整性 。 时至今日，这个学科的教授们以及著作家们才开始

认清他们这个学科分支真正研究对象的特性：他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也不可能是孤

(D 奥托 · 瓦格纳 (Otto Wagner, 1841 — 1918) ．维也纳分离派的元老之一，培养了青年一代的重要建筑

师约瑟夫 · 玛丽亚 · 欧尔布里希和约瑟夫 · 霍夫曼 。 瓦格纳的口号是“我们艺术创作的唯一出发点

就是现代生活” 。 在他的经典著作中 ． 瓦格纳讲到： “如果创作的作品要逼贞地体现我们的时代，并把

它彻底反映出来 ．那么我们观察斗i物的方式应该是简单、实用，甚至是军事化的 。 ”一译注

＠ 姆拉泽克(W. Mrazek): 《 1 8 世纪上半叶维也纳和奥地利公国的巴洛克壁画 》 ． 选自 《维也纳专论 》

(1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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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个别门类艺术的历史，也不是不同风格的抽象定义 。 他们必须研究的只能是

各种整合艺术品的历史，以及各种整合艺术品的衰落和衰落产生的附带物的世

俗化。＠

艺术史和图解学之间的分裂是人为造成的，这种分裂极其可憎，它让我们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而艺术领域的学生和学者们的新动向最终会终结这种分裂 。 图解

学自身会从原来对孤立因素片面的审视转变为关注整体性的真正图像学 ，转变为

一门新的学科，亦即探究这些作品何以存在的真正理由的学科 。

对那些以关于艺术的写作和演讲为业的人来说，这种新态度至少明确告诉我

们：艺术的重新统一已经再次进入我们的时代和视野 。 人们是否真正需要这种统

一的复苏？如果再一次统一，它又何以得到满足？ 关于这些问题，目前还无人能做

出解答 。

十三、装饰的消亡

各门艺术彼此分立，与此相关的一件影响最为深远的事情是 ： 装饰的消亡 。 在

1 9 世纪和 20 世纪，没有诞生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装饰。 在洛可可运动末期，装饰发

展到极致，其富丽雅致令人目不暇接，后来装饰上创造性的枯萎愈发让人感到触目

惊心。

我们绝不能把装饰的消亡完全归咎于新的工业材料的出现，尽管这些奇形怪

状的东西看起来确实不能创造新的装饰 。 任何仅仅把这个事实作为立论基础的解

释都未触及到事情的本质，因为早在新材料出现之前装饰已在垂死挣扎 。 科布西

耶气人为建筑艺术与装饰的分离并非始于人们把钢铁作为建筑材料运用到建筑之

时 。 这种分离始于 18 世纪末“实用“装饰物的出现，这也基本上可以看作装饰消亡

的真正缘由 。 装饰物的本质特征是它所附着物的形状、色彩方面的自然延伸，不管

它所附着的物体是一栋建筑物、某种器皿，还是人体自身 。 但是，当它附着的物体

＠ 泽德迈耶尔： 《作为造型艺术的建筑 ）） ，选 自《维也纳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1 948) 。

＠ 科布西耶( Le Corbusier, 1 887— 1 965 ) ， 原名 Cha rl es-edoua rd J eannere t -Gris ， 法国著名建筑大师 。 现

代主义建筑流派的创始人之一 ，是世界公认的现代艺术权威，在西方世界享有“建筑天才 ”之美

誉。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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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所谓的纯粹性而萌生排斥装饰的念头时，装饰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事实

上，装饰是唯一不可能取得自主地位的一种艺术，因此它消亡了 。

关键之处在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装饰 。 关于纯粹装饰的观念

完全是胡思乱想 。 当然，装饰可以将其自始至终所固有的具体内容和文化内涵清

除掉，并且将自身变成由线条和斑点组成的纯粹的图案，但这样做也不可能使其更

接近它的本质 。

以往建筑风格的复兴并没有使得最初与建筑共生的装饰获得新生 。 事实上，

导致装饰难以复兴的原因是它缺乏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的缺乏恰恰源于这种艺

术自身 。 我们的时代似乎忘了这一点，装饰不光要体现出空间的深度，而且要有其

他感官的深度，同时，它还必须建立起一种精神上的关联，以此把人类和事物之间

的某种联系表达出来 ．可是，抽象的图案却对此无能为力 。

十四、艺术边界的消解

我们已经看到，各类艺术为着自身的纯粹性而高度紧张，并由此将自己和其他

艺术截然割裂开来 。 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先是不自觉地，然后是有意地把艺术王国

的边界消解掉，这样就没人能说清这个王国在哪里结束，而其他的领域又是在哪里

开始了 。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特点一直是园林艺术固有的本质特征，因为园林总有一

种慢慢消隐到自然中的趋向，但是新园林最为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大自然与艺术

家同时在打造它，它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因为大自然会不断地根据季节的变更来

改变它，而且随着年岁的推移对它的雕琢日渐加深 。 有人认为园林只有在某一时

刻、某一具体的季节，也就是说，在生长周期的某一具体阶段，才是完美的，而且，园

林此前此后的状况并不那么重要 ， 它们产生的审美效果也没有那么怡人。根据这

种设想来审视评估这种艺术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 这种新艺术的缔造者不是这么

看问题的 。 这终将以失败告终的艺术之全部意义，不是在一年之中的某一季节才

显现出来 ． 而是通过一年四季来呈现，因为园林在本质上和大自然一样，总是处于

变化之中。事实上，人们认为它的多变是多种可为它增添艺术价值的因素之一 。

然而，恰恰是因为园林处于持续的流动过程之中，它的设计者若想赋予它形

74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艺术的分立

状，但往往终不能尽如人意，因此当一个人站在任何一件园林艺术的代表作品面前

时 ．他都极有可能轻易地说出人为的艺术创作在哪里结束，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

是在哪里开始 。 ＂园林处于自然和艺术之间奇特的流动边界之上 ． 从这个角度来

看，这是有道理的 。”这种状况是一种新现象 。

这种消除边界的行为不只发生在某一特别的边界地带 ． 它还触及到了艺术问

题的本质，不仅如此，它还是关于自然和艺术应有怎样关系的新观念的产物 。 “ 当

人们开始把创造当作某种由艺术组成的东西．而且将自然美等同千艺术美，不光是

自然和艺术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自然美和艺术美之间的界限也被消除了 。 结果

是这个时代关于艺术品总体性的概念相当模糊，却还对这个模糊概念加以利用 。 ”

到了 20 世纪初，建筑和机器、车辆等的建造之间的界限，也以同样的方式消解

了。美的创造曾经被认为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现在被归因于工程师及其工匠们

的劳作 。 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功能适合的美与艺术美（通常而言，它必须得根植于

不以实用性来衡量的精神世界）之间的界限模糊了 。

关于此过程的第三个例子出自 绘画和雕塑领域 。 在这个领域里，真正的艺术

和原始人、未受过训练的人、孩子以及疯子努力涂抹的图案，两者之间的界限也被

人为地消解了 。 入们劝说自己，说这些人通常没受过太多教育，他们在绘画技能上

没受过训练，然而这些人的画作比经久教育且训练有素的人们一—这类人往往被

定义为”被教坏了的人“ 画出的画要更迷人，更完美 。

还有典型一例，即“抽象派“线描家的作品和油画家的作品之间的边界也变得

不确定了 。 另一案例是，由抽象图案构成的装饰品，比如云石纸 、喷锁材料以及用

有意而为之的杂乱图案组成的掩饰物等，有时通过随机的方式制成 。 “如此一来 ．

艺术不再执着于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相反，它孜孜于语言不屑千表达的东西 。 这

是艺术最终抵达的阶段 。 ”。

当艺术的统一性被破坏时，它就迎来了自身的终结 。 艺术沉沦了，它沦落到摄

影师和工程师的怀抱中，它在梦幻之乡中渐渐地消失了 。

0 威廉 · 平德 ： 《欧洲艺术史中的”代”的问题》（柏林 · 1 9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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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J克里斯特勒著 阎嘉砫 译

克里斯特勒 (Paul Oskar Kristeller , 1905— 

1999) ，出生于德国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文

艺复兴人文主义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 1928 年进入

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荻得该校博士学位，后在柏林

大学和弗赖堡 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193 1-1933 年曾

在海德格尔指导下做研究 。 此后赴意大利比萨大学

任教， 1939 年赴美，先是在耶鲁大学任职，后任哥伦

比亚大学哲学教授 ， 直至 1973 年退休。 克里斯特勒

的主要著述有《 文艺复兴人的哲学 》(1950) 、 《 古典与文艺复兴思想》(1955) 、 《 人

文主义与文艺复兴 》 ( 1 974—1976) 。

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 ， 克里斯特勒通过历史考察，揭示了艺术作为一个现

代文化系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 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现代意义上的

艺术体系尚未被建构起来 。 以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诗歌为主要艺术门类

的现代系统是在 18 世纪出现的，其中几个关键人物是巴托、达朗贝尔和康德。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克里斯特勒认为，现代艺术体系的确立其实与艺术家关系

不大，反倒是业余爱好者对不同艺术的兴趣起到了奠基作用 。 读者、观众和听

众的看去和参与逐渐成为现代艺术体系及其理论的重要桯源，由业余爱好者

长本文原载（（观念史杂志 》(Joumalo/the H isLOryo/ /deus, 195! - l'J52 ) ，译自牛津大学出版社的

《美学读本 》(Susan Feagin and Pa tri c Maynard,eds., Aesr/比 itcs, [ Oxford, 1 997]) 。 一一译注

*＊ 阎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

76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现代艺术体系

撰写并为了业余爱好者而撰写的著作成了现代艺术体系理论建构的主要形

态 。 从法国到英国最后到德国，从业余爱好者到业余著作家再到哲学家，最终

形成了基于共同原理的美的艺术所建构的现代艺术体系及其理论体系 。

在美学史和艺术批评史中， 18 世纪的极端重要性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 。

诚然，最近 200 年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与潮流，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归结到

某个共同的名目之下。然而，不久的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论争，却预示了某些

可以追溯到现代美学的那个经典世纪的根本性的见解 。 众所周知，“美学”

(Aesthetics)这个词语本身就是在那个时候创造出来的，至少，按照某些历史学家的

看法，“艺术哲学”这个主题本身，是在相对晚近的时期创造出来的 ， 并且只能有所

保留地适用于西方思想的早期阶段 。 人们也普遍赞同，趣味、情趣、天才、原创性和

创造性想象这些现代美学的主导性概念，在 18 世纪之前并没有取得其明确的现代

意义。有些学者已经正确地注意到了，只有 18 世纪才产生了一种著作类型，人们在

其中相互比较各门艺术，并在共同原理的基础之上讨论它们，而一直到那个时期，

讨论诗学和修辞学的论著，讨论绘画、建筑和音乐的论著，都代表着相当独特的著

述分支，它们主要关心的是各种技术规则，而不是普遍性的理念。最终，至少有一

些学者注意到了，首字母大写的、现代意义上的“艺术”这个词语，以及相关的“美的

艺术”(Beaux Arts)这个词语，很可能就出现于 1 8 世纪 。

在本文里，我将把所有这些事实当作理所当然，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非常简

单、在某种意义上更为根本的问题之上，这个问题与迄今为止所提及的各种问题密

切相关，但它本身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虽然“艺术”、“优美艺术”或“美的艺

术”等词语经常都只以视觉艺术来确认，但人们也相当普遍地在一种较为宽泛的意

义上来理解它们。在这种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艺术”这个词语首先包含绘画、雕

塑、建筑、音乐和诗歌这五门主要的艺术 。 这五者构成了现代艺术体系不可或缺的

核心，所有作家和思想家似乎都赞同这一点 。 在另一方面，其他一些艺术有时会被

附加到这个体系之中，但却不那么经常，要取决千相关作者不同的观点和兴趣：园

艺、版画、装饰艺术、舞蹈和戏剧，有时还有歌剧，最后是雄辩术和散文文学 。

全部由五门”主要艺术”("major arts” )本身构成一个领域，这一基本观念显然

是根据手工艺、科学和其他人类活动的共同特征来区分的，从康德直到今天，它被

大多数讨论美学的作者认为理所当然 。 它甚至还被那些声称不相信“美学”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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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家随意利用；它也被一般的业余爱好者公众认为理所当然，他们

为“艺术”指派了一个大写字母 A，以至成了不为科学、宗教或实际事务所占据的现

代生活的狭窄领域 。

我在此的目的是要表明，五门主要艺术的这个体系，构成了所有现代美学的基

础，我们所有人对此都很熟悉，它有着相对晚近的起源，在 18 世纪以前并未定型，虽

然它具有很多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成分。我并不

试图讨论任何形而上的关于美的理论，也不试图讨论涉及一门或多门艺术的任何

特殊理论，更不用说讨论它们实际的历史，而我只讨论这五门主要艺术的系统性的

组合 。 这个问题并不直接涉及各种艺术的任何特殊变化或者成就，而主要涉及它

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西方文化总体架构中的地位……

希腊语的艺术 (r钗叨）一词，以及拉丁语的艺术 (ars)一词，都不专指现代意义

上的“美的艺术气而被用来指称我们叫作手工艺或科学的一切人类活动 。 此外，虽

然现代美学强调这一事实，即艺术无法学习，因而经常陷千传授不可传授者的奇怪

努力之中，而古人始终都把艺术理解为某种可以传授和学习的东西 。 古代有关艺

术和技艺的各种陈述，经常被解读和理解为似乎它们就表示美的艺术的现代意义 。

在某些情况下，这有可能导致大量的错误，但这并不是对古代作者原初意图的公正

评价 。 当希腊的作者们开始将艺术与自然对立起来时，他们想到的是普遍的人类

活动 。 当希波克拉底CD将艺术与生活进行对比时，他所想到的是医学，而当他的对

比被歌德或席勒在提及诗歌而被重复时，这仅仅表明，艺术这个词语从其原初的意

涵一直到 1800 年所经历过的漫长的变迁之途 。 柏拉图把艺术置千纯粹的日常事务

之上，因为从事艺术要靠合理的原理和规则，而亚里士多德则罗列了艺术在所谓智

力上的优点，将其特征刻画为一种以认识为基础的活动，经过很多个世纪之后，人

们在某种定义中还能感受到他的影响 。 斯多葛学派 (Stoics)也把艺术界定为一种认

识体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认为道德上的美德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

现代美学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美，它也没有以其特定的现代内涵出现在古代

思想或文献之中 。 希腊词语心入加（译按，即“美”)及其拉丁语的对等词 (pulchrum)

从来都没有彻底地或一贯地与道德上的 善区分开来。 当柏拉图在《会饮篇 》

CD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约 4的B. C. - 377B. C. ），古希腊医生、欧洲医学奠基人．被尊为“医学之

父 ＂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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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osium)和《斐德罗篇》(Phaedrus)里讨论美时，他所谈到的不仅仅是人类身体

的美，而且也谈到了心灵的美好习性和美好的认识，而他在这种联系中完全没有提

及艺术作品 。《斐德罗篇》中做出的一则偶然的评论以及普罗克洛斯0的阐发，的确

不是意在表达现代的真、善、美三者的组合 。 当斯多葛学派在他们的著名陈述之一

里把美与善联系起来时，其语境以及西塞罗 (Cicero) 的拉丁语译文使人想到，他们

所说的“美“只不过是指道德上的善，而“善“反过来只被理解为有用 。 只有在晚近

的思想家们那里，有关“美”的思索才日渐取得了一种“审美的“意味，但却从来没有

导致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单独的美学体系……普罗提诺＠在其著名的对美的论述中，

主要关注的是形而上的和伦理学的问题，但他的确把雕塑和建筑作品的视觉之美

以及音乐的听觉之美包含千他对感官之美的论述之中 。 同样，在散见于奥古斯丁＠）

著作中的对美的思索方面，多次提及各种艺术，然而，其学说主要不在试图解释“美

的艺术” 。 无论我们谈及柏拉图、普罗提诺那种情况下的美学，还是谈及奥古斯丁

那种情况下的美学，都将取决于我们对美学这个词语的界定，但我们确实应当认识

到，在有关美的理论中，对各种艺术的思考在柏拉图那里完全阙如，而在普罗提诺

和奥古斯丁那里则是次要的 。

现在让我们转向个别的艺术，转向古人评价它们和对它们进行组合的方式 。

诗歌始终都受到高度的尊重，诗人得到了缪斯女神的灵感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荷

马 (Homer)与赫希俄德。＠ 拉丁语的这个词语(vates)也使人想到诗歌与宗教预言

之间的一种古老联系，而柏拉图在（（斐德罗篇 》里认为诗歌是神之迷狂的形式之一

时，因此而利用了这一早期的观念 。 然而，我们也应当记得，在《伊安篇》 (fon) 和

《 申辩篇 》(Apology)里带着某种嘲讽表达出来的相同的诗歌观念，乃至在《斐德罗

篇 》里，对诗人的神之迷狂与恋人和宗教预言的神之迷狂进行了比较 。 在这种论述

里丝毫没有提到“美的艺术”，这被留给了晚期智者派的卡利斯塔图斯

(Callistratus) ，他将柏拉图的灵感概念转移到了雕塑艺术 。

在所有“美的艺术”中，柏拉图说得最多的当然是诗歌，尤其是在 《 理想国 》

(Republic) 中，但是，他对诗歌的论述既不是系统的，也不是友好的，而是怀疑的，类

0 普罗克洛斯(Proclu s , 41( ）—485) ， 古希腊哲学家、雅典柏拉图学园晚期的导师。——译注

＠ 普罗提诺(Plotinus, 205—270) ，古罗马帝国时期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奠基人 。 译注

＠ 奥古斯丁 （ Augustine, 354—430) ，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一—译注

＠ 赫希俄德( He邓iod) ，生活于约公元前 8 世纪的古希腊诗人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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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于在他的其他一些著作中对修辞学的论述那样 。 在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则致

力千完整地论述诗歌理论，以一种非常系统的和建设性的方式来讨论诗歌。《诗

学 》 ( Poetics )不仅包含了众多对后世批评产生了持久影响的特殊理念，它也确立了

诗歌理论在知识的哲学百科全书中的永恒地位……

音乐在古代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人们应当记得，希腊语的 µoIJ(Jt/C ？这

个词语源于缪斯女神，最初包含的意思大大超过了我们所理解的音乐 。 正如我们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 》中依然还能见到的那样，音乐教育不仅包括了音乐 ，而且也包

括了诗歌和舞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在我们熟知的较为特殊的意义上使用音

乐这个词语，他们都没有把音乐或舞蹈当成单独的艺术，而是当成某些诗歌类型的

要素，特别是抒情诗和诗剧。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因此是要坚守一种较为古老的

传统，这种传统实际上在他们自己的时代由千把器乐从诗歌中解放出来而正在消

失。在另一方面，毕达哥拉斯 ( Pythagoras) 发现数的比例构成了音乐之音程的基

础，这导致了在数学的基础之上对音乐进行理论论述，结果，音乐理论进入了与数

学科学的联盟之中，这一点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已经很明显，并且将要远远延

续到现代早期 。

当我们思考绘画、雕塑和建筑这些视觉艺术时，看来它们在古代的社会声望和

知识声望，大大低于入们根据它们的实际成就所产生出来的期望值，或者说，大大

低于人们根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晚近时代所做出的一些偶然的热情评论而

产生的期望值…...

如果我们要在古典哲学中寻找到诗歌、音乐与美的艺术之间的联系的话，那

么，这种联系最初是由模仿（西µ布占）的概念提供的 。 根据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的著作中收集到的各种论述，看来相当明显的是，他们认为诗歌、音乐、舞蹈、绘画

和雕塑都是模仿的不同形式 。 就其本身而言，这个事实很重要，而且，它已经影响

到了后来的很多作者，甚至是 18 世纪的作者 。 但是，除了没有哪种论述具有一种系

统性的特征，甚至也没有同时列举所有的“美的艺术”这一事实之外，人们应当注意

到，这个体系排除了建筑，音乐和舞蹈被当成了诗歌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独的艺术，

在另一方面，诗歌和音乐的个别分支或者一部分，似乎被等同于绘画或者雕塑 。 最

后，模仿绝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范畴 ， 至少对柏拉图来说是这样……此外，亚里士

多德对必然性的艺术与快感的艺术的区分纯属偶然，他并未把快感的艺术看成是

“优美的“甚或是模仿的艺术，而当人们在强调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 ( Politics )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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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音乐和素描包括在他的教育体系之中时，应当补充说，它们与语法（写作）和算术

一起享有这种地位 。

古代对较为重要的人类艺术和科学进行分类的最终努力，是在柏拉图和亚里

士多德的时代之后做出的 。 这些努力部分是由于哲学和修辞学的各个竞争性派别

要竭力把中等教育或预科教育组成一个基本的学科（五切心K入m)体系 。 这个所谓的

“自由艺术”CD体系 ，经历了很多变化和波折，而其发展的所有早期阶段并不为人所

知 。 西塞罗经常谈到自由艺术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虽然他没有准确罗列出这

些艺术，但我们可以肯定，他所想到的并非“美的艺术”，与现代经常所认为的不一

样 。 人们只在马提安努斯 · 卡佩拉＠那里发现了七门自由艺术的明确体系 ： 语法、

修辞学 、辩证法、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倘若我们将卡佩拉的七门 自由艺

术的体系与现代“美的艺术”的体系进行比较的话，那么，差异就非常明显。在美的

艺术中，只有被理解为音乐理论的音乐，才出现在自由艺术当中 。 诗歌未被列入其

中，然而，我们从其他一些文献资料获知，诗歌与语法和修辞学有密切关系。视觉

艺术在该体系中毫无地位，除了人们偶尔试图将它们列入其中之外……在另一方

面，自由艺术包括语法、逻辑学、数学和天文学，那就是说 ， 它们是我们应当划分为

科学的一些学科 。

根据艺术在九名缪斯女神中的分布，也会获得相同的图景。人们应当注意到，

缪斯女神的数目直到相对晚近的时代才被固定下来，把特定的艺术分派给各个缪

斯女神的努力依然很晚，并且结果完全不一致 。 不过，被列入那些晚近体系里的艺

术，是诗歌和音乐的各个分支，以及雄辩术、历史、舞蹈、语法、几何学和天文学。换

言之，正如在自由艺术的体系中一样，在缪斯女神的体系里 ， 诗歌和音乐与科学的

一些学科组合在一起，而视觉艺术则被忽略了 。 古人并不知道绘画或雕塑的缪斯 ；

它们不得不由现代早期的寓言作家们发明出来 。 构成现代体系的五门美的艺术，

在古代并未被组合在一起，而是保待着全然不同的组群：诗歌通常与语法和修辞学

(]) “自由艺术”(liberal ans) ：希腊化后期和古罗马时代出现的“自由艺术”指那些涉及脑力劳动、只适合

千出身高贵和受过教育的自由人的艺术 ，有别于手工工匠的”技能艺术” (mechanica l a rts) 。 这一含义

一直延续到现代 。 随着艺术与科学在现代的分离．“自由艺术”演变为“人文艺术”或“人文学科＂ 。 海

外或把这个词译为“博雅艺术”等 ． 中国大陆或译为“通识教育”之类 。 译文依据本文讨论的情况译为

“自由艺术”，以区别于现代的“人文艺术”或“人文学科”的含义。——译注

＠ 马提安努斯 · 卡佩拉( Martianus Capell a ) ，活跃于 5 世纪的古罗马作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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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驾齐驱；音乐接近千数学和天文学，如同它接近于舞蹈和诗歌一样；视觉艺术被

大多数作者排除在缪斯女神和自由艺术的领域之外，视觉艺术一定会对其他手工

艺的适当组群感到满足 。

因此，古典时期的古代没有留下任何一种美学性质的体系或详尽阐述的概念·

而只有一些零散的看法和意见，它们所产生的持久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但在把它

们用作美学体系建构的材料之前，必须进行仔细的挑选，把它们从语境中抽取出

来，重新整理，重新强调，重新阐释或者曲解 。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结论，它可能会

令很多美学史家不快，但他们多数人都会勉强承认， 即古代作家和思想家虽然面对

着各种卓越的艺术作品．非常容易被那些作品的魅力所感动，但他们既不能、也不

渴望使那些艺术作品的审美特质与其智力的、道德的、宗教的和实际的功能或内容

相分离，他们并不渴望把一种审美特质用作一种标准来把美的艺术聚集起来，或者

用来使它们成为全面的哲学解释的主题 。

音乐理论在文艺复兴期间保持着它作为一门自由艺术的地位，而早期论述舞

蹈的作者试图靠这一主张来提升其学科的尊荣 ，即他的艺术作为音乐的一部分，必

须被看成是一门自由艺术 。 看来，”即兴诗人吨）的表演活动以及阅读古典文献使人

想到，对某些人文主义者来说，音乐与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超过了先前时期人们的

习惯 。 这种趋势到 16 世纪末获得了新的推动力那时 ． “卡梅拉塔”©的计划和歌剧

的创立导致了这两门艺术的重新结合 。 甚至在人们看来，使古典主义批评家们十

分厌恶的“马利诺体”©和巴罗克诗歌的某些特点与这一事实有关：这种诗歌是按照

配乐歌唱的意图写成的 。

文艺复兴时期更有特点的仍然是绘画和其他视觉艺术持续的崛起，这一崛起

在意大利始于契马布埃(Cimabue) 和乔托(Giotto ) ，而在 16 世纪达到了顶点 。 在佛

@ ”即兴诗人” ( lmprovvi~,itori). 14 世纪期间出现于意大利的一个即兴写作的诗人群体 ． 1840 年左右逐

渐消失 。 他们在保存和发扬意大利本土诗歌传统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 一一译注

© “卡梅拉塔” (CHmerata), 1 (,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非正式的研究机构，主要成员

有温琴佐、卡契尼、佩里和里努契尼等人 。 他们经常在贤族艺术保护人巴尔迪和科尔西家中活动．讨

论文学科学和艺术问题。－~译注

@ “ 马利诺体” ( Ma rini 、mo)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马利诺 ( Marino) 开创的一种非常讲究技巧的文

体 ． 被称为 Marinism 。 Ma rini smo 是 Ma rini sm 的复数形式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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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伦萨的钟楼CD上可以发现早期对视觉艺术日渐增加的声望的表现，在钟楼里，绘

画、雕塑和建筑在自由艺术与技能艺术笠之间显现为单独的一组 。 表现出这个时期

之特征的，不仅有艺术作品的特质 ． 而且也确立了视觉艺术、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密

切联系。著名艺术家也是人文主义者和优秀的作家，如阿尔伯蒂(Albert i ) ，他们 出

现在这个时期绝非巧合，在这个时期里，文学和古典学术开始在宗教之外为画家和

雕塑家提供主题 。 在透视学、解剖学和几何比例学的知识被认为对画家与雕塑家

来说是必需的时代，毫不奇怪的是，一些艺术家将为各门科学做出重要的贡献·… ..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们在绘画方面的主张是要使他们的艺术被公认为自由艺

术，尽管这一主张较少得到古典权威的支待，但重要的是提高绘画和其他视觉艺术

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地位的努力 ． 以及为视觉艺术获得与音乐、修辞学和诗歌同样的

声望的努力 ．此种声望是音乐、修辞学和诗歌长期享有的 。 由于自由艺术主要是科

学或可以传授的知识的清况依然很明显，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列奥纳多可可以

要努力把绘画界定为一门科学，以及何以要努力强调绘画与数学的密切关系 。

视觉艺术不断增长的社会要求与文化要求，在 16 世纪的意大利导致了一项新

的重要进展，这一进展稍晚一点出现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 ： 绘画、雕塑和建筑这三

门视觉艺术第一次明确脱离了它们在从前时代与之相关联的手工艺 。 “美的艺术”

有可能以之为基础的“设计艺术”(Arti de! disegno )这个词语是由瓦萨里 ( Vasari) © 

创造出来的，他把这个词语用作其著名传记集的主导概念。 理论上的这一变化在

1563 年得到了制度上的表现 ， 当时在佛罗伦萨，再一次在瓦萨里个人的影响之下，

画家们、雕塑家们和建筑师们断绝了自己从前与手工工匠行会的关系，组建了一所

艺术学院 (Accademia de/ Disegno) ，它是这类学院中的第一个，成了意大利和其他

国家后来的类似机构的原型 。 艺术学院仿效巳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人文学院的模

式，并且以一种规范的教育取代了较古老的作坊传统，其教育包括了几何学和解剖

0 佛罗伦萨钟楼(Campani l e of Florence) . 1 384— l 387 年由乔托等人设计完成，亦称乔托钟楼 。 译注

＠ 技能艺术 (mechanical an~），直译为“机械艺术气最初由中世纪的圣维克多隐修院的于格 ( Hugh of St. 

Vic10r )提出，以取代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时代的＂粗俗艺术”(vulgar arts) 。实际上，＂粗俗艺术”或

“机械艺术”是指与“自由艺术”相对的并与体力劳动、手工艺和报酬有关的技能活动 ． 故本文译为＂技

能艺术＂ 。 译注

＠ 列奥纳多 ( Leonardo) ， 即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家列奥纳多 · 达 · 芬奇 。 译注

＠ 瓦萨里 (Giorgio Vasari. 1511 - 1574 ) ．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的画家和美术史家 ． 著有 《艺苑名人

传》。 泽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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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这样一些科学学科。

绘画要享有文学那样的传统声望的抱负，也说明了一种观念的普遍流行，它第

一次明确出现在 16 世纪有关绘画的论著中，并且要将其诉求一直保持到 18 世纪：

绘画与诗歌的并行。这一观念的基础是贺拉斯(Horace) 的“诗亦如画”(Vt pictura 

poesis) ，以及普鲁塔克Q)传下来的西蒙尼德斯©的说法，加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

贺拉斯的其他一些论述 。

在 18 世纪前半叶期间，业余爱好者、作家和哲学家们对视觉艺术与音乐的兴趣

日渐增加 。 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由外行写作并且为了外行而写作的关千这些艺术

的批评著作，而且也有将这些艺术相互比较以及将它们与诗歌进行比较的各种著

述，因此，最终达到了将美的艺术的现代体系固定下来的程度 。 由于这个体系看起

来是逐渐形成的，并且是在一部分次要的、虽然很有影响的作者著述的许多跌宥起

伏之后，所以，看来，美的艺术的观念和体系才可能成长起来，并且在巴黎和伦敦的

文人圈子的交谈与讨论中成形，而正式的著作和论文仅仅反映了从那类交谈中产

生的意见的氛围……

走向美的艺术之体系的决定性一步是由巴托神父©在其著名的和很有影响的

论文《归于单一原则的美的艺术》 C Les beaux arts reduits a un meme prinipe, 1746) 

中迈出的 。 的确，巴托的体系中的很多因素都来自千先前的作者，但同时也不应忽

视，他是在一篇专门论述这一主题的论文里明确提出美的艺术之体系的第一个人 。

单是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他有要求独创性的权利，也可以说明他在法国和国外，尤其

是在德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 巴托几乎是以最终的形式使美的艺术的现代体系系

统化了，而所有先前的作者都只不过是为这个体系做了准备 。 正如他在序言中所

说，他从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诗学理论出发，努力把他们的原理从诗歌与绘画扩

大到其他艺术 。 在第 1 章里，巴托对各种艺术进行了清晰的划分 。 他将为了自身目

的而获得快感的美的艺术同技能艺术区分开来，并且罗列出了以下一些美的艺术：

音乐、诗歌、绘画、雕塑和舞蹈 。 他增加了第三组把快感与效用结合起来的艺术，并

0 普鲁塔克(Plutarch,46? -125) ，生活于古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 。 译注

＠ 西蒙尼德斯(Simonides,556? B. C. - 4688. C. ），古希腊著名抒情诗人 。 译注

＠ 巴托神父 (Cha rl es Batteux, 171 3—1780), 1 8 世纪法国哲学家和美学家。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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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雄辩术和建筑归入这一范畴 。 在其论文的核心部分中，巴托试图表明，“模仿美

的自然”是一切艺术的共同原则，他在结束时讨论了把其他一切艺术联结起来的戏

剧 。 1 8 世纪晚期的德国批评家，以及研究他们的晚近的历史学家，都批评了巴托的

模仿论，而他们往往没有认识到，巴托所阐明的艺术体系被他们当作理所当然，他

们只是试图为这个体系寻找到不同的原则 。 他们也忽视了这一事实 ，即 当 巴托甚

至以古代权威的面目想把美的艺术组合在一起时，遭到大肆诽谤的模仿原则是巴

托这样的古典主义批评家所能利用的唯一原则 。 因为 “模仿性的“艺术是“美的艺

术“唯一本真的古代先例，而只有在美的艺术的体系被牢固确立起来、再也不需要

古代的模仿原则把它们联结起来之后，模仿的原则才有可能被取代 。 狄德罗

(Diderot)对巴托的批评被过度强调，因为这种批评只关涉到巴托界定和运用自己

原则的方式，却没有涉及那种原则本身，也没有涉及那种原则的设计所针对的艺术

体系 。

事实上，狄德罗和《百科全书 》的其他作者不仅仿效了巴托的美的艺术的体系，

而且也使之最终得以完成，因而不仅有助于它在法国普遍流行，而且也有助于它在

欧洲其他国家普遍流行……

更加有趣的是达朗贝尔。著名的《序言 》 (Discours preliminaire) 。 在其据称是

以弗朗西斯 · 培根 (Fra ncis Bacon ) 的观点为基础的对知识的划分中，达朗贝尔对

哲学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它既包含了自然科学与语法、雄辩术和历史这样一些领

域，也包含了“那些由模仿组成的认识“ ． 在后者中他罗列出了绘画、雕塑、建筑、诗

歌和音乐 。 他批评了古老的对自由艺术与技能艺术的区分，接着再把自由艺术划

分为为了自身目的而获得快感的美的艺术，以及更加必要或者有用的自由艺术，诸

如语法、逻辑学和伦理道德 。 他在结束时把主要的知识划分为哲学、历史和美的艺

术 。 这种论述还是表明了一些波动起伏的迹象和古老看法的迹象，但它却以其最

终的形式提出了美的艺术的现代体系，与此同时，也反映了它们的起源 。 对知识的

三重划分沿袭了弗朗西斯 · 培根的做法，但值得注意的是，达朗贝尔谈到了五门美

的艺术，而培根只提到了诗歌 。 达朗贝尔意识到，美的艺术的新概念将取代他所批

评的自由艺术的旧概念，而他试图通过把美的艺术当成自由艺术的分支来达成妥

＠ 达朗贝尔 (O' Alembert, 1717一1783) ｀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序言》指他为《百科全书 》撰写 的序

言，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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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因而留下了很快将要消失的自由艺术的最后踪迹 。 最后，他透露了他在某些论

述和模仿原则方面对巴托的依赖，但他反对巴托和古典主义的传统，他在此时把建

筑包括在了模仿性的艺术之中，因而排除了最后的不合规则性，即把巴托的体系与

美的艺术的现代体系分开 。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 《百科全书 》著名的序言，

在巴托之后并且超越巴托而使美的艺术的体系系统化了，并且通过其声望和权威

性，赋予了这个体系在整个欧洲最广泛流行的可能性 。

在追溯了法国在整个 18 世纪的发展情况之后，我们必须讨论一下英国的艺术

思想史 。 英国的作者们直到 17 世纪末和后来都受到法国人的强烈影响，但在 1 8 世

纪期间，他们却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并反过来影响了欧洲大陆的思想 ， 尤其是

对法国和德国思想的影响 。 对各种艺术而非诗歌的兴趣在 17 世纪的英国著作中开

始悄然兴起…… 1 8 世纪早期，乔纳森 · 理查森。称赞绘画是一 门 自由艺术 ，而约

翰 · 丹尼斯©则在其关千诗学的一些批评文章里强调了诗歌、绘画和音乐之间的密

切关系 。

较为重要的是夏夫兹博里伯爵(Ear l of Shaftesbury) 的著作，他是 18 世纪最有

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影响不仅在英国而且也在欧洲大陆 。 他对文学和艺术的兴

趣与趣味非常有名，他的著作充满着与各种艺术和各种艺术作品之美的关联性。

他所体现和倡导的“艺术名家”(virtuoso) 的理想再也不像 17 世纪那样包括科学，而

其核心是在艺术与道德生活之中 。 由于夏夫兹博里是现代欧洲在其著作中讨论了

占有突出地位之艺术的第一位重要哲学家，所以，有某种理由认为他是现代美学的

开创者 。 然而，夏夫兹博里主要受柏拉图、普罗提诺和西塞罗的影响，因而他并没

有对艺术之美与道德之美做出明确的区分 。 他的道德感仍然包括伦理对象与审美

对象 。 此外，虽然在他的著作里经常论及各种特殊的艺术，他的一些著作甚至还全

部致力于讨论绘画或诗歌的主题，但在他提及诗歌的论述里，视觉艺术与音乐一样

很少被论述到，那些论述除了在早先的作者们那里看到的看法之外，并没有包含什

么特别的见解 。 尤其是，诗歌不仅依然出现在雄辩术的组群里，而且也出现在历史

的组群中，因此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 t is ) 的传统。在

CD 乔纳森 · 理查森 (Jonathan Ri cha rdson , 1 665— 1745 ) ， 英国画家 。 译注

＠ 约翰 · 丹尼斯 (John 氐nnis, I 65R- I 734 ) ，英国戏剧家和批评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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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欧洲大陆至少在人文学界几乎同样有影响的，是约瑟夫 · 艾迪生 (Joseph

Addison ) 。 1712 年刊载千《旁观者 》 (Spectator) 上的他论述想象力的著名论文，不

仅因为较早强调了这种能力而引人注目 ，而且也因为他将想象力的快感归之于各

种艺术和天然视觉能力的方式 。 他从未提出过一种明确的体系，但他却经常谈到

园艺和建筑、绘画和雕塑、诗歌和音乐，并且非常明确地提出，想象力的快感要在其

作品和产物中去寻求 。

夏夫兹博里学说的哲学意涵，被一群苏格兰思想家加以进一步的发展 。 弗朗

西斯 · 哈奇生 (Francis Hutcheson ) 自认为是夏夫兹博里的学生，他修正了夏夫兹博

里的学说，对道德感和美感进行了区分 。 这种区分被休谟 ( Hume)所采纳，并被狄

德罗所援引，大大有助于为伦理学和美学的分离做好准备，虽然哈奇生仍然将诗歌

的趣味归属于道德感 。

在 176(）年之后的几十年里，对美学这个新领域的兴趣在德国迅速传播 。 很多

大学都按照鲍姆加登。和迈尔呀对立的范例开设了美学课程，部分以这些课程为基

础，几乎每年都会出现新的小册子和教科书 。 那些作者们都已被罗列出来，但他们

个人的贡献还有待研究。《百科全书 》的影响得到了 1769 年在魏玛(Weimar)非常

严谨的雕版印刷版的证实，并且还附加了《百科全书 》的一个著名版本 。 它像在达

朗贝尔《序言》的文本中提出的那样，描述了艺术和科学的图谱，将视觉艺术、诗歌、

音乐以及它们的分支置于想象力的总的分支之下……

有趣的是，要注意到对较为年轻一代领导者的这类美学著作的反应，尤其是对

歌德(Goethe)和赫尔德(Herder) 的美学著作的反应 。 歌德在其早年发表过一篇非

常令人不快的对祖尔策©的评论 。 歌德提到了祖尔策的看法的法国背景，嘲笑了把

彼此的目的和表现手段都非常不同的所有艺术都汇聚到一起，这个体系使他想到

了七门自由艺术的老式体系｀并补充说这个体系或许对业余爱好者有用，但对艺术

家来说肯定没有用 。 这种反应表明，美的艺术的体系是某种新奇的东西，尚未被牢

固地确立起来，而歌德像莱辛 (Lessing)一样，没用积极参与发展这一将要被普遍接

心 鲍姆加登(Baumgarten, 1 714— 1762) ，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 、“美学 “学科的创立者 。 译注

＠ 迈尔 (Meie r, 1718一1777) ， 德国美学家，也是鲍姆加登的学生。 译注

＠ 祖尔策(Johann Georg Sulzer, 1720—1779 ) ， 瑞士哲学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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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观念 。 到其生命快要结束之际，歌德在 《 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 》

(Wanderjahre)里表示，他到这时才接受美的艺术的体系，因为他要在自己的教育

领域里为它们各自分派一个位置 。 然而，他在最初附加到同一作品中的一组格言

里把艺术界定为知识，并且得出结论说，诗歌以天才为基础，不应当被称为艺术，此

时，他对艺术较为古老的意义的认知便显露了出来……

我想以康德的观点来结束这一考察，因为他是把美学与艺术的哲学理论结合

成其体系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的第一位重要哲学家 。 康德对美学问题的兴趣早已

出现在他早期论述美和崇高的著作之中，他在其总的看法方面受到了博克(Burke)

的影响……在构成其哲学体系第三个和终结部分的 《判断力批判 》 (Critique of 

Judgmenr )里，康德美学观的两个主要部分中较大的一部分致力于讨论美学，而另

一个部分则论述目的论 。 正如在最后这一部分里所呈现的那样，三大《批判 》的体

系是以对心灵能力的三重划分为基础的，它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增加了判断能

力，即审美的和目的论的能力 。 美学作为有关美和艺术的哲学理论，获得了与真的

理论（形而上学或认识论）和善的理论（伦理学）相提并论的地位 。

……笛卡尔 ( Descartes ) 、斯宾诺莎 ( Spinoza汃莱布尼茨 ( Leibniz ) 以及他们的所

有古代的或中世纪的前辈们，都没有在自己的体系中为艺术理论和美的理论奠定

一种单独的或独立的地位，尽管他们在这些学科方面表达过一些偶然的意见 。 如

果说康德在经过某种犹豫踌躇之后迈出了这一决定性步伐的话，那么，他显然受到

了鲍姆加登的榜样的影响，也受到了他那个世纪产生的丰富的法国、英国和德国有

关艺术的著作的影响，他对这些著作非常熟悉。在审美判断力的批判中，康德也讨

论了崇高的概念和自然美的概念，但他主要的着重点是在艺术中的美之上，他也讨

论了很多对一切艺术来说共同的概念与原则……从康德以来，美学在主要的哲学

学科中巳经占据了持久的地位 ．而在 18 世纪固定下来的美的艺术体系的核心，已经

被普遍承认是大多数后来的作者论述这一主题的必然结果，除了细节方面或阐释

的各种变化之外 。

我们并不试图讨论我们的问题在康德之后的晚近的历史，但将根据我们所能

追踪到的发展得出一些普遍性的结论。 把视觉艺术与诗歌和音乐一起组合到我们

所熟悉的美的艺术的体系之中｀在古典时期的古代、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都不曾

有过 。 然而 ，古人为现代体系贡献了对诗歌与绘画的比较，并且确立了绘画与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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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诗歌与音乐之间有着某种联系的模仿论 。 文艺复兴时期导致了三门主要的视

觉艺术从手工艺中解放出来，增加了各门艺术之间的比较，特别是绘画与诗歌之间

的比较，也为业余爱好者对不同艺术的兴趣奠定了基础，这有可能从读者、观众和

听众的观点而不是从艺术家的观点将不同的艺术汇集在一起 。 17 世纪见证了自然

科学的解放，由此为艺术与科学之间更加明确的分离铺平了道路 。 只有在 18 世纪

早期，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才产生了由业余爱好者撰写的并为了业余爱好者而撰

写的详细论著，在其中 ，各种美的艺术被汇集在一起，相互比较，并在共同原理的基

础之上被结合成一个系统的体系 。 该世纪的后半叶，特别是在德国，又迈出了一

步，将美的艺术当作一门单独的学科进行比较和理论论述 ，并合并成了哲学体系 。

美的艺术的现代体系由此在其根源上就成了前浪漫派的，虽然所有浪漫派的和后

来的美学都把这个体系当成其必要的基础 。

要说明这个体系在 18 世纪起源的原因并非易事 。 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绘画和音

乐的崛起，与其说体现在其实际的成就方面，不如说体现在其声望和诉求方面，文

学批评和艺术批评的崛起，首要的是艺术收藏和展览的业余爱好者的崛起，音乐

会、歌剧和戏剧表演的出现，都必须被看成是重要的因素 。 各种美的艺术之间的密

切关系对业余爱好者来说更加可以接受，他们感到的那种相对的快感超过了艺术

家本身，艺术家们更关注自己艺术的特定目的与技巧，这一事实本身就很明显，并

且得到了歌德的反应的证实 。 现代美学在业余爱好者批评中的根源，将大大有助

千解释艺术作品何以直到最近还要由美学家们根据观众、读者和听众的观点来分

析，而不是根据创造性的艺术家的观点来分析…. . .

另一个事实看来本身就显现为我们研究的一个结果 。 各种艺术肯定与人类文

明一样古老，但我们习惯于把它们汇集起来并在我们的生活与文化体系中为它们

分派一种地位的方式，却相对很晚近 。 这个事实并不像在表面上显得那么奇怪 。

在历史过程中，各种艺术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内容与风格，而且也改变了它们彼此的

关系，改变了它们在一般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正如宗教、哲学或科学的改变一样 。

我们熟悉的五门美的艺术的体系，不仅仅起源于 18 世纪，而且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特

定的文化和社会状况。如果我们考虑到其他时代和地方，各种艺术的地位及其联

系和分支，都会显得非常不同 。 文化史上有一些重要的时期，那时小说、器乐或布

面绘画并不存在，或者说不具有任何重要性 。 在另一方面，十四行诗和史诗、或彩

色玻璃画和马赛克、或壁画和书籍装帧、或瓶画和挂毯、或浅浮雕和陶器，在各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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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全都是“重要的“艺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再也不是现在的 。 园艺从 18 世纪以来

就已经丧失了它作为美的艺术的地位 。 在另一方面，电影成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说

明了新技术会产生各种艺术的表现方式，对它们而言，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美学家

们在其体系中毫无地位 。 各种艺术的分支全都有自身的兴衰，甚至也有其诞生和

死亡，而“重要的“艺术与其分支之间的差别，都是任意的和要经历变化的 。 要确定

版画是一门单独的艺术（如 18 世纪的大多数作者所认为的那样）还是绘画的一个分

支，或者说要确定诗歌和散文、或诗剧和史诗、或器乐和声乐是单独的艺术还是一

门重要艺术的分支，几乎不存在任何基础，而只有批评的传统或哲学上的偏好 。

作为这些变化的结果，在现代艺术创作中和在文化史的其他阶段的研究中，美

的艺术的传统体系开始显现出土崩瓦解的迹象 。 从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绘画比先

前的任何时代都更加远离文学，而音乐则经常离文学更近，手工艺已经做出了巨大

的努力以恢复其早期作为装饰艺术的地位 。 对各种艺术的不同技巧更加强烈的认

知，在艺术家和批评家中已经造成了对于以一种不再存在的境况为基础的美学体

系之惯例的不满，这种美学试图徒劳地掩盖这一事实，即它的美的艺术的根本体系

只不过是一种假设，它的大多数理论都是从特定的艺术（通常是诗歌）中推演出来

的，或多或少不适用于其他艺术 。 唯美主义的泛滥已经导致了一种远未普及的健

康反应。一些当代哲学家认为艺术和审美领域是人类体验的一个普遍方面，而不

是传统的美的艺术的特定领域，这种趋势也大大有助于削弱后者以其传统形式表

现出来的看法 。 所有这些理念依然是流变的和不甚明了的，很难看出它们在修改

或破坏美的艺术与美学的传统地位方面会走多远 。 无论如何，当代的这些变化或

许有助于打开我们的眼界，去理解美的艺术的现代体系的历史根源与局限性 。 反

过来，这样的历史理解会有助于把我们从某些传统偏见中解放出来，澄清我们在艺

术与美学的当下地位和未来前景方面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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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格林伯格著 周宪译

克莱蒙特 · 格林伯格 (Clement Greenberg , 

1909—1994 ) ， 美国艺木批评家和理论家 。 1930 年

毕业于锡拉丘兹大学，荻学士学位 。 1939 年在《 党

人评论》杂志上发表《 先锋派与媚俗》一 文，奠定了

他作为 20 世纪有影响的艺术批评家的地位 。 20 世

纪 40 年代他一直在为 Nation 杂志撰写艺术评论，

50 年代他因坚定捍卫并探究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而

声名鹊起 。 格林伯格的主要著述有《 艺术与文化 》《格林伯格晚期著作 》《 自制

的美学：关于艺术和趣味》 ．另有《格林伯格选集 》 (4 卷）等 。

本文是格林伯格最有影响并引发争议的一篇论文 。 作者通过回溯康德美

学的自我批判原则 ，格林伯格认定现代主义绘画乃是康德美学自我批评精神

的产物，它突出地体现在对各门艺术纯粹性的追求上，因而导致了艺术内部的

分化 。 现代主义绘画由于转向平面性而回到了绘画自身，这就凸显出绘画自

身的媒介和形式，它们在传统的强调题材和透视深度表现的绘画中被遮蔽 。

由此现代主义绘画告别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绘画追求深度的倾向，进而与雕

塑彻底分道扬镇 。 这一发展并不是脱 离 西方艺术的连续性，毋宁说是回到西

方早期绘画平面性的森头上去 。 这篇文章与本书中泽德迈耶尔的 《 艺术的分

" 本文最初是格林伯格在美国之音 ＇｀论坛讲座”( 1 96(） ) 上 的演讲，后载于《艺术年鉴 》 (196 1 ) ． 后稍作修

改收入 《 艺术与 文学 》 ( 1 965) 中 。 译自 格林伯格网站： http, //www. sharecom. ca/ g reenberg/ 

moderni sm. html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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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一文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讨论了现代艺木的内部分化和形式主义倾向 。

现代主义所包含的远不止是艺术与文学 。 如今它几乎包括了我们文化中一切

确有活力的东西 。 然而，现代主义的出现完全是一个奇特的历史事件 。 西方文明

并不是第一个背离并质疑自己根基的文明，但它却是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文明 。

在我看来，现代主义同一种始于哲学家康德的自我批判倾向的强化（几乎是恶化）

相一致，因为康德率先批判了批判手段自身 。 我想，康德乃是第一个真正的现代主

义者 。

我以为，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用某种规训 ( disci pline) 的特有方法去批判该规

训本身，但这并不是为了摧毁它，而是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更坚实地维护它 。 康

德用逻辑来确立逻辑的极限，然而，当他完全背离逻辑的古老统辖范围时，逻辑便

以更安全的方式得以维系 。

现代主义的自我批判是从启蒙运动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但与启蒙运动批判

却不是同一回事 。 启蒙运动是从外部来批判，这种批判方式是在其可接受的意义

上展开的 ；现代主义的批判来自内部 ， 是通过某些被批判之物本身的规程而展开

的 。 这种新的批判最初出现在哲学中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哲学显而易见是批判

性的 。 但是， 18 世纪以降，这种批判进入了其他许多领域 。 任何正式的社会活动都

开始要求有一种更理性的证明，最初起源于哲学以适应于这一要求的“康德式”自

我批判，最终被用来满足和说明哲学以外各领域的这一要求 。

我们知道，在类似于宗教的活动中所发生的事情，即宗教是不能利用“康德式”

内在批判来证实自身的。乍一看来，各门艺术似乎处在类似于宗教那样的境况中。

启蒙运动否定了艺术严肃对待的种种任务之后，艺术看起来正被同化为纯粹而简

单的娱乐，而娱乐本身又好像被同化成类似宗教那样的心理治疗 。 艺术要挽救自

己这种每况愈下的困境，就只能通过证明它们提供了某种本身有价值的体验，这种

体验决不是从任何其他活动中获得的 。

每门艺术都为了自身的缘故而进行了这样的证明 。 它要表明的东西不仅是一

般艺术所独有的和不可化约的，在每一门特定的艺术中也同样如此 。 每门艺术都

不得不通过自己的运作来确定非它莫属的效果 。 诚然，这样做就缩小了该艺术的

胜任范刚，但同时也更确定地占据了这一领域 。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每门艺术特有而合适的胜任范围，是与该艺术所特有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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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独特性相一致的 。 千是，自我批判就变为如下工作，即保留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效

果，完全排除据信是来自或借用任何其他艺术媒介的效果 。 如此一来，每门艺术将

被认为是“纯粹的“，并在其“纯粹性”中寻找自己质的标准和独立性标准之保证 。

“纯粹性”意味着自我限定，因而各门艺术中的自我批判事业．遂剧烈地演变成一种

对自身的界定 。

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艺术将其媒介掩盖起来，用艺术来掩盖艺术；而现代

主义则用艺术来唤起对艺术自身的注意 。 构成绘画媒介的某些限制 平面，支

撑物的形状和颜料特性 曾被传统的绘画大师们视为消极因素，只在暗地里或

并不直接地加以承认 。 现代主义绘画却把同样的这些限制当作积极因素，并公开

予以承认 。 马奈＠的画是最早的现代主义的绘画，它径直表明画是被画在平面上

的 。 因而他的作品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绘画的发韧之作，由于马奈的感召，印象主义

者断然抛弃了底色和上光油，使眼睛确信如下事实， 印象主义者直接使用颜料管中

挤出的颜料色彩。塞尚也为使其轮廓和构图更明确地适合于矩形画幅，不惜牺牲逼

真性和精确性 。

然而，在现代主义的绘画艺术批判和限定自身的过程中 ， 强调不可避免的平面

性是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为重要的特征 。 平面性是绘画艺术所独有的特性，封闭

的画面形状是一个限制性的条件或规范，不过戏剧艺术亦复如此；色彩乃是雕塑和

戏剧所共有的规范或手段 。 由于二维的平面性是其他艺术没有的，但却是绘画独

有的条件，所以，现代主义绘画也就朝向了平面性，好像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似的 。

古代大师们意识到，保持所谓的画面整体性是必要的，这就意味着在最生动的

三维空间的幻觉之下和之上，始终存在着平面性 。 这里所涉及的显著矛盾对于他

们艺术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对一切绘画艺术的成功都不可或缺。 然而，现

代主义者却既不回避也不解决这一矛盾，确切地说，他们是把这些说法颠倒过来 。

在意识到平面性所包含的东西之前（而不是之后），人们就发现了现代主义绘画的

平面性 。 入们一开始就会把现代主义绘画看作是画，而在看一位古代大师的作品

之前，人们则倾向千去看画里有什么。当然，这就是看任何类型画的最佳方式，无

论是古代大师之作还是现代主义的作品 。 但是，现代主义则把它强行规定为唯一

(]) 马奈 (Edouard Manet, I 832一 1883 ) ， 法 国印象派画家 。 译注
＠ 塞尚 ( Pa ul Cezanne , 1 839一1 906) ，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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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方式，现代主义在这方面的成功恰恰就是自我批判的成功 。

大体上看，最近一个时期的现代主义绘画并未拒斥可辨识对象的再现。一般

说来它抛弃的是可辨识的三维物象存千其中的那种空间的再现。 抽象性或非形

象性尚不能被证明是绘画艺术自我批判不可或缺的要素，尽管像康定斯基CD和蒙德

里安©这样的知名艺术家是这么看的 。 就其本身而言，再现或图示并不能揭桨绘画

艺术的独特性，这么做只能联想到所再现的东西 。 一切可辨识的对象（包括画本

身）都存在于三维空间之中｀一个可辨识的实体即使暗示极少，也足以唤起对它所

处的空间的联想，一幅人像或一只茶杯的局部剪影也会如此，这种手法把图像空间

与字面上的二维性分离开来 。 二维性正是绘画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立性的保证，三

维性则如前所述，乃是雕塑的领地 。 最重要的是，为了达到自主性，绘画不得不放

弃了与雕塑共有任何特征 。 在此我要重申一遍，正是在这么做的努力过程中，虽然

并未完全排除再现的或文学性的东西，绘画使自已成为抽象 。

但与此同时，确切地说正是通过抵抗雕塑性，现代主义绘画表明它如此坚实地

依附于传统，尽管表面上看好像与此相反 。 因为早在现代主义出现之前，对雕塑性

的抵抗就已开始了 。 西方绘画就其努力达到自然主义效果而言，很大程度上应归

功千雕塑，正是雕塑从一开始就教会了绘画如何通过阴影和立体感来造成浮雕幻

象，甚至如何将这种幻象置于一种深度空间互补的错觉之中 。 然而，西方绘画的某

些最显赫的成就，却是源千努力改变过去 400 年来对雕塑的依赖 。 这种倾向发纫于

1 6 世纪的威尼斯 ， 17 世纪则在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延续，它最初是以色彩的名义

展开的 。 18 世纪，当大卫©试图复兴雕塑性的绘画时，一定程度上就是想把绘画艺

术从强调色彩魅力装饰性的平面化中解救出来 。 然而有趣的是，在大卫的最好的

作品（主要是一些非正式的画）中，色彩与其他东西一样重要 。 后来 ，他忠实的学生

安格尔©尽管远比大卫坚定地贬低色彩，但他的肖像画则属千 14 世纪以来那些老

练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最平面化或极少雕塑性的画作之列 。 所以，到了 19 世纪中

期，绘画中各种雄心勃勃的潮流尽管各有于秋，但全都汇聚到这一反雕塑性的方向

0 康定斯基 (Wassily Wassi lyevich Kandinsky, 1866- 1944 ) ，俄罗斯画家，首创了抽象主义绘画 。 一—

译注

＠ 蒙德里安( Pi et er Cornclis Mondrian. 1872— 19-l4 ) 荷兰画家抽象主义的重要人物 。 译注

＠ 大卫 (Jacque、- Loui 、 David , 1748一 1 825) ， 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 。 译注

＠ 安格尔 (J ean- Augu、te-Dominique l ngre、 .1 78l)—1867 ) ． 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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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了 。

现代主义秉承了这一倾向，不过它更加自觉而已 。 随着马奈和印象主义的出

现，问题不再是色彩与素描的对立，而变成了纯粹的视觉经验，它同那种由触觉联

想所改变或修正的视觉经验截然对立。 印象主义在摧毁暗示雕塑性绘画中的阴

影、立体感和其他东西时，并不是以色彩的名义，而是以纯粹的和字面意义上的视

觉之名义 。 正像大卫以雕塑性的名义反对弗拉戈纳尔CD一样 ， 塞尚和他之后的立体

主义者再次以有阴影和立体感的雕塑性之名义，来反对印象主义 。 然而，倘使说在

那些比此前更少雕塑性的绘画中，大卫和安格尔的反抗自相矛盾地达到登峰造极

的话，那么，立体主义的反抗最终造就了另一种绘画，它比自乔托和奇马布埃＠以来

西方绘画所见到的任何作品都更具有平面性——它们如此的平面化，以致很难含

有那些可辨识的形象 。

在此期间，随着现代主义的出现，绘画艺术的其他主要规范也经历了同样彻底

的变化，虽然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 。 此处我要多花点时间来说明，画的封闭性形状

或画框的规范是如何被一代代现代主义画家打破，尔后又被坚守，之后又再次被打

破，然后又被分离出来并坚守不移；或者完成性、颜色肌理、明暗和色彩对比的规范

如何被修改和再次修改 。 这些规范所面临的新风险不仅在于为了表现目的，也在

于为了把这些规范更明确地作为规范来呈现 。 通过呈现，进而证实它们是绝对必

要的 。 这一考察尚未完成，随着它不断地揭示出极度简化（这可以在最新的抽象绘

画中看到），以及极度复杂化（也可在最新的抽象绘画中发现），这一考察将会变得

更加深入 。

这里，极端的问题并不是反复无常或任意性 。 相反， 一种规训的规范被界定得

越严密，它所具有的在许多不同方向上发展的自由就越少 。 绘画的基本规范或惯

例同时也是限定条件，即是说，一幅画为了被体验为一幅画就必须遵从这些条件 。

现代主义发现，在一幅画不再是画而变成一个任意的对象之前，这些限制可以无限

地后退；不过它还发现，这些限制越是后退，它们就越容易发现并越是显著 。 在一

幅蒙德里安画中，黑色线条与矩形色块相交叉，似乎并不足以构成一幅画 。 然而，

由于仿效画的封闭形状，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和完整性，相交叉的黑色线条和

＠ 弗拉戈纳尔 (J ean-H onore F rngonard , 1732— 1 806 ) ．法国晚期洛可可风格画家．一译注

＠ 乔托(Giotto . 1267— 1 337)和奇马布埃(Cimbue, 1240一1 3( ）（ ）)， 均为意大利画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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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色块就使得这幅画的封闭形状成为一个调节规范，这全然不会招致任意性的

危险 。 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德里安的艺术被证明太拘泥于规则和传统了，在某些方

面受到惯例的束缚。一旦我们习惯了这幅画的高度任意性，便会意识到在其色彩

和就范千画框方面，这幅画甚至比莫奈0的晚期作品更传统 。

我希望读者能理解，在说明现代主义艺术的基本原理时，我为何不得不简化和

夸大 。 现代主义绘画所趋向的平面性，从来不是一种绝对的平面性 。 对画幅平面

的高度敏感，也许不容许再有雕塑式的幻觉或逼真的立体感，但它却必须容许有视

觉幻象 。 画面上最初呈现出来的标记会破坏它事实上和彻底的平面性。蒙德里安

式的图形仍暗示了某种第三维幻觉，但现在却是严格的图像第三维，严格的视觉第

三维 。 古代大师创造出观众可以想象自己步入其中的深度空间，而现代主义画家

创造的类似幻象只能被人们观看，只在字面上或图像上伴随目光游历 。

最新的抽象主义绘画力图实现印象主义者对视觉效果的拒斥，这种作为唯一

感觉的视觉效果完全是并典型地是由绘画艺术所唤起的 。 实现这一点使人们开始

意识到，印象主义者或至少是新印象主义者们与科学调情时，他们并未完全误入歧

途 。 康德式的自我批判就像它现在所证明的那样，是在科学而不是哲学中找到了

自己最完美的表现，当把这种自我批判用千艺术时，艺术便在现实精神上同科学的

方法比以前更接近了 即是说，较之于文艺复兴时期阿尔伯蒂、乌切罗雹皮耶

罗 · 德拉 · 弗朗切斯卡©或列奥纳多时期，艺术与科学方法更为接近 。 视觉艺术应

该把自身排他性地限定在视觉经验所给予的东西之中，而不能参照其他经验类型

所给予的东西 。 视觉艺术是一个概念，它的唯一证明就在于科学的一致性 。

科学方法独自要求或可以要求，解决某一境况只能运用出现在其中的同样术

语 。 但是，这种一致性在审美特质方面并没有承诺任何东西。最近七八十年来，最

好的艺术越来越接近这样的一致性，并未出现相反的情况 。 从艺术本身的观点来

看，艺术趋近于科学纯属偶然，艺术也好，科学也好，实际上都不可能给予或确保对

方更多的东西。然而，两者的趋近表明，现代主义艺术和现代科学的发展属于同一

特定文化趋势已达到何种程度，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现象 。

0 莫奈(Claude Monet, 1 84( ）— 1926) ，法国印象派画家 。 译注

© 乌切罗 ( Paolo Uccello, 1397— 1475) ．意大利画家．一译注

＠ 弗朗切斯卡 (Piero dell a Francesca, 14 1 5- 1 492) ，意大利画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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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现代主义艺术的自我批判从未以一种自发和下意识的方式展开 。

如前所述，自我批判完全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内在千实践，但从来不是一个理论课

题。我们听说过许多与现代主义艺术有关的纲领，但实际上这类纲领远不如文艺

复兴或学院派绘画纲领来得多 。 除了极个别例外，像蒙德里安这样的现代主义大

师，他们所具有的固定艺术观念甚至不如柯罗也多 。 现代主义者之所以需要某种偏

好，某些肯定和强调，某种拒斥和禁忌，恰恰是因为通过它们才能维系更有力、更富

表现性的艺术方式。现代主义艺术家的直接目的曾是并依旧是优先保持个性，他

们作品的真实与成功就是保持个性 。 过去几十年，无数个性化的绘画形成了积累，

它们展现出现代主义绘画普遍的自我批判倾向 。 然而，没有一位艺术家过去或现

在会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任何艺术家都不可能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条件下自由创

作 。 就此而言，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说，艺术是与以前一样的方式在现代主义的名义

下继续前行 。

我坚持认为，现代主义迄今为止从未表现出与过去决裂 。 现代主义也许意味

着传统的某种退化，意味着尚未解开的传统纽结，但这也意味着传统的进一步嬉

变。现代主义艺术是并无断裂或鸿沟地从过去发展而来的，无论它终止于何处，只

有参照过去它才可以被理解 。 绘画的制作从一开始受到我所提及的各种规范的制

约 。 旧石器时代的画工或雕刻工可以全然不顾画框这一规范，以字面意义上的雕

塑性来处理外表，这只是因为他制作的是象而非画 。 他们是在某种支撑物上创

作一一段岩墙、一块骨骼、一个兽角或一块石头－这些限制和外表自然是任意

地给定的 。 然而 ． 画的制作就意味着在其他东西中有意创造出或选择一个平面，就

意味着有意把这个平面框起来和加以限定 。 这种有意性恰恰就是现代主义绘画所

啋啋不休的东西，即是说，艺术的限制性状况完全就是人的状况 。

但是我要重申 ：现代主义艺术并未提供理论上的证明 。 也许可以确切地说，它

把各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变成经验的可能性，这样做也就检查了与艺术实践和实

际体验相关的诸多理论 。 在这方面 ， 现代主义才被认为是颠覆性的 。 我们通常认

为制作和体验艺术必不可少的某些要素，以下事实说明清况并非如此，即现代主义

绘画无需这些要素，但却可以继续提供各方面均必不可少的艺术体验。这一证明

并未改变我们许多古老的价值判断，这只能使我们对这些古老的价值判断更加深

O 柯罗 (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 1796— 1 875) ，法国画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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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疑 。 现代主义也许同乌切罗、弗朗切斯卡 、埃尔 · 格列柯宣拉图尔＠甚至弗米

尔©这些古代大师的复兴有关，而且它即使没有引发，至少也肯定了复兴像乔托一

类艺术家的声望 。 不过，现代主义并没有因此而贬低达 · 芬奇 、 拉斐尔、提香、鲁本

斯、伦勃朗或华托＠的地位 。 现代主义所昭示的是，纵使过去曾公正地评判过这些

大师，但这么做时却常常给出了一些错误的或不相干的理由 。

这种境况今天在某些方面几乎没有改变 。 艺术批评和艺术史滞后于现代主义

艺术，如同它从前落后千前现代主义艺术那样 。 有关当代艺术所写出来的大多数

东西仍属于新闻，而非艺术批评或艺术史 。 它属于新闻 亦即属于我们这个时

代的许多记者和新闻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千年来的复杂境况一现代主义的每个

新阶段都被誉为艺术的一个完整新时期的开端，标志着与过去传统习惯的彻底决

裂 。 人们期待着每个时代的某种艺术都同以前的艺术迥然异趣，并摆脱人人（不管

他是见多识广还是无知）谈论的实践规范或趣味规范 。 然而，这种期待在每个时代

都化为泡影，因为此处所讨论的现代主义时期最终把自 己带进了传统与趣味那明

晰的连续性之中 。

我们时代真正的艺术并不像连续性断裂的观点所说的那样 。 除个别之外，艺

术是连续的，如果没有连续性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 假如没有艺术的过去，没有保持

其优秀标准的迫切要求，现代主义艺术就会既缺乏实质性，也无存在的正当理由 。

CD 格列柯(El Greco, 1541 — 1 614) ，西班牙画家 。 一一译注

＠ 拉图尔 (Georges de La T our, 1593~ 1652 ) ． 法国画家。一—译注

＠ 弗米尔 (Johanne、 Vermeer , 1 63 2—1 675 ) 荷兰画家。 译注

＠ 华托 (J ean-Antoin e Watteau , 1684— 1721 ) ， 法国画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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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列维－斯特劳斯著 阎嘉译

克洛德 · 列维－斯特劳斯 C Claude Levi-Strauss, 

1 908—2( ）（）9) ，法国人类学家．与弗雷泽、包阿斯并称

“现代人类学之父＂ 。 曾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法律和

哲学 ， 1 93 5- 1 939 年在巴西圣保罗大学做访问教授期

间开始了 人类学研究 。 1 941 年赴美国，在纽约的社会

研究新校任教，并结识了俄裔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

森 ， 1<)48 年回到法国并荻得了博士学位 。 20 世纪

40-50 年代，列维－斯特劳斯发展形成了结构主义人

类学理论， 1959 年被提名为法兰西公学人类学部主任，前一年出版了 《 结构人

类学 》。 列维－斯特劳斯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 图腾崇拜 》《 野蛮的心智 》《神话

学 》《神话和意义》等 。

在与艺术批评家沙博尼耶的对话中，列维－斯特劳斯讨论了艺术如何作为

一种语言起作用 。 艺术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差别在于 ：表达清晰的语言是一个

与所指涉的对象元关的任意的符号系统 ． 而在艺术中．符号与对象之间存在着

一种可以感知的关系 。 列 维－斯特劳斯发现，一种双重变化对艺术构成了威胁 。

它有可能变成一种虚假的语言 ．一种毫无意义的有关语言主旨的浒戏，它也有

可能成为一种总体性的语言 ． 一种表达清晰的语言 。 因而，它有所意指，但却

不会唤起任何真正的审美情感 ，因为审美情感是在一个无意义的对象成为一

个能指之时我们做出反应 的方式 。 当艺术家把一个对象提升到符号层面时，

＊ 本文译自 比ris Wiseman, eel . The Work of Art as a Syslem of SiF.,'11.< (Cambridge. 2007 )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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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揭示了 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在对象中是隐蔽的，而在符号里则很明显 。 由

于造型的或诗意的 呈现 ， 对象 内在的 结构突然显现出未 。 艺木作品使我们得

以发现对象具有的、与人类心灵共同的结构和功能的特性 。

一、作为符号系统的艺术

乔治·沙博尼耶 ：克洛德 · 列维抖i特劳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它与我早已提

出的一个问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 我既不是社会学家 ，也不是入类学家，而我相

信，无论对错，在诸如我们这样的现代社会里，我能觉察到那个群体之中的分裂 。

我的意思是说，如我所见，那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将其精力投入到所谓的、大致说

来的经济事务之中，而另一部分人则关注文化的隐秘性 。 我想知道，在你所研究的

社会里，是否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当然，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相重叠 即

经济活动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吗？

克洛德 ·列维－斯特劳斯：在这里 ，我再次认为，很难给你一个普遍性的答案， 即

这个答案对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一切社会来说都是有效的 。

在我看来，在大多数社会里，文化的隐秘性质都是显而易见的 。 只要你想到庞

法师僧侣般的等级制和行会，就会发现与你所提及的问题的某种相似性 。 就相关

的我们自己的社会而言，我的印象是，你所提到的分裂，与其说是由于这些不同的

活动不是由相同的个人进行的，不如说是由千他们之间缺乏个人的联系 。 毕竟，在

土著社会里，巫医或许是专门的医师，但他仍然是我的邻居 。 他住在隔壁，我认识

他，每天都见到他，并在各种相关的世俗事务中 同他打交道 。 无疑，我始终都会意

识到这一事实，即他是巫医，在其能力方面，他同样是一个超自然知识的智襄，但我

们的关系并没有打上那种陌生的印记，而在西方社会里，那种陌生性在实质上得到

了这一事实的解释 打一个粗略的比方－—-雷诺汽车厂的一个雇员绝不会，或

者说，事实上绝不会有机会与作曲家或画家进行交往 。

乔治·沙博尼耶 ：是的，我完全理解你对我问题的回答，我能想象到你选择这

个特殊例子的原因 。 可是，它与我想对你提出的那个问题不完全吻合，而且这个例

子也表达得很糟糕 。 在“雷诺汽车厂雇员”的范围内，我要提出所有那些把自己的

精力投入到经济事务中去的人们 。 正是在他们与其他人之间，我似乎觉察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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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分裂 。

克洛德 ·列维－斯特劳斯：你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由当代社会巨大的密度

和规模来解释，那种密度和规模使不同职业的人们不可能有机会相互接触吗？

乔治·沙博尼耶 ： 是的 。 我认为，即使他们彼此认识，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

不信任 。 我相信，这种不信任是由知识的某些分支造成的－—－我小心翼翼地以复

数形式说到分支，以便我的评论不会被认为只适用于科学知识。我认为，我刚才说

到的不仅与科学知识有关，或许也与“艺术知识”有关 。 简言之，我认为，一般而言 ，

将文化隐匿起来的个人，无论是科学家、艺术家，还是有某种能力的知识分子，对西

方社会来说都毫不重要 。 西方社会不仅对他毫无兴趣，而且也不信任他；那个领地

上的其他人一一－或者确切地说那个群体的其他人 不信任他，正是这个事实，导

致我要问你，原始社会的情形是否相同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明显与我们的社会极为不同、相距遥远的各种社会

里，不可能找到一种相似性，而它们引起我们的兴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

忽视各种差异，不能显得就像他们与我们一样似的 。 你要问的是不可能性，因为你

的问题几乎是一个明显的矛盾 。 在那些社会里，如果我们要发现的似乎是与西方

社会里存在的相同类型的某些形式……

乔治·沙博尼耶：它们与西方社会一样属于同样的范围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的确如此 。

乔治·沙博尼耶 ：我完全明白 。 你认为，倘若在我们的社会内部有联系的话，

那么，我似乎觉察到的那种分裂就不会存在了吗？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哦，我绝对不认为它不会存在，因为一—冒着出现与

我先前的解释相矛盾的危险一—在一些小得多的社会里，即在几百个或几千个人

组成的社会里，我在前几天提到的那些属千本真关系的个人联系，有可能存在着，

然而却存在着一些分别，即它们不是根据高深的知识，而是根据专业化来说明的 。

不过，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因为一个出色的制陶女人，只有在她与超自然

的世界具有某些密切关系，并拥有她承袭、获得或被赋予的神秘力量之时，才会被

认为是出色的 。

乔治·沙博尼耶：所以一例如，拿你所观察到的社会中我们叫作“艺术”的领

域来说，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群体的艺术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当然 。 事实上，艺术被紧密地融入到了那个群体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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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之中 。 倘若我们试图发现一种共同的语言，它能表现出你凭直觉感知到的这种

差异一—而我要努力避免就此做出任何说明，因为很难在逻辑上加以阐明一一－那

么，在所谓的原始社会里找不到的，或者说只是非常例外地找到的（我在这里再次

小心翼翼地不想确立一种普遍的准则），是那种构成我们现代艺术活动之概念的真

正基础的关系，那就是说，一方面是创作者与另一方面是观众或听众之间的关系，

如果所谈论的艺术是音乐的话 。 这种二元性在原始社会里是一种例外事件，因为

艺术的作用在那里很可能不一样 。 艺术作品的符号作用在原始社会里似乎更加突

出；至少，它在那样的社会中恰恰更加符合被分派给艺术的社会学作用。

乔治·沙博尼耶 ：而艺术是一种语言的理念并不存在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艺术是一种语言的理念在一种完全字面的意义上可

能存在 。 首先，我们只要想到各种形式的象形文字 ( pic tu re-writ ing) ，它们介于书

写即语言与艺术作品之间 ；然后，我们尤其可以想到在各种作品中会看到的大量

象征符号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所谓原始社会，而是说它们 当中的很多社会，例

如，北美的印第安人以及苏丹、刚果或者更加靠近南部地区的某些非洲社会，在那

里，每个对象，甚至是最具有功利性的对象，都是一种象征的浓缩物 ， 它不仅能被创

造者理解，而且也能被一切运用它的人理解 。

乔治·沙博尼耶 ：是的 。 在我们的社会里，情况远不是这样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只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某些非洲社会里，丈夫

和妻子不习惯在一起进餐，他们更少在吃饭时进行交谈；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消

费食物像排泄一样是一件私密的事情；当妻子想劝告丈夫时，为简洁起见，她会请

木雕艺人做一个可以叫作汤碗的盘子，装饰着一些象征性的图案，它们在很大程度

上会涉及各种流行的谚语一非洲社会有很多谚语 。 结果 ， 那个盘子本身 ， 即丈夫

吃饭的容器，同时就成了一种信息 ， 它既可以根据丈夫自己的容器来解释，也可以

借助被叫来进行劝告的专家来解释 。

乔治·沙博尼耶 ： 是的，所以 ，我们在“艺术”与“民间传说”之间进行区分是不

可能的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 事实在于，艺术创新非常迅速地、实际上几乎立刻就

被合并到了群体的文化之中 。 同样， 差异只是程度的问题，而不是性质的问题 。 我

们倾向于认为，民间艺术产生千集体无意识内部的深处，认为它将自身显现出来的

各种形式要追溯到很久以前 。 这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的 ，但并非全部如此。 在乡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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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具上仍然可以看到的车轮或玫瑰形图案，尤其是在布列塔尼和巴斯克CD乡下，

可以追溯到非常早的时期，因为在欧洲乃至非洲的一些边境地区，也可以发现这类

图案 。 另外，我们大多数的流行小曲或童谣，即使不是全部，并不是从非常遥远的

过去流传下来的，而时常都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巴黎社会流行的这些或那些歌曲，此

后才传播到全国，并传播到了从贵族和资产阶级圈子直到社会最下层阶级的各个

社会层面 。

在我们所称的“通俗艺术”的背后，存在着某种极为复杂的东西 一种双重

运动，它一方面包括保存，另一方面包括使那些原本属于上流社会或被认为如此的

主题通俗化。

乔治·沙博尼耶：我们总会返回到相同的结论 ： 与艺术有关的一切无不与人类

学家相关。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无论如何，人类学家都不可能率先忽视艺术，因为艺

术是文化的一部分，或许也由于更加明确的原因，艺术在最大程度上构成了文化对

自然的接受，这在实质上成了人类学家研究的现象类型 。

乔治·沙博尼耶：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认为艺术始终都是语言，艺术相当于一

种语言吗？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当然是。但不是任何语言 。 我们已经提到过技能方

面，它也许是一切审美表现的公分母；事实上，在艺术中，艺术家从来都没有完全掌

控其媒材和技术过程。倘若艺术家能够掌控的话一—而我认为，这恰恰属于表明

这种现象何以是普遍的问题……

乔治·沙博尼耶：如果艺术家能够掌控的话，那么，艺术将不再存在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如果他能够掌控，那么，他就会达到对自然的完全模

仿 。 艺术的模式和作品将是同一的，结果，艺术家就会再造自然，而不是创造特定

的文化对象；然而，在另一方面，倘若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即如果作品与给予它灵感

的来源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接触到的不是艺术作品，而是

一个语言学性质的对象 。 语言的基本特征 正如费尔迪南 · 德 · 索绪尔©非常

CD 布列塔尼 (Brittany)为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地区，位于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之间的半岛上。巴斯克

(Basque)地区位于比利牛斯山脉西部、比斯开湾沿岸，地跨西班牙和法国两国 。 译注

＠ 费尔迪南 · 德 · 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 1857—1913 ) ，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的直要奠基

者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创者之一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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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表明的那样 在千它是一个符号系统，它与它们意在表示的东西之间没

有任何物质性的关系。如果艺术是对对象的完全模仿，那么，它就丧失了它作为符

号的功能 。 我认为，我们由此得出了艺术是一个意指 (signifyi ng) 系统的概念，或者

是意指系统的一种结合物，然而，艺术始终都介千语言与对象之间 。

乔治·沙博尼耶：值得注意的是，艺术批评家在撰写其文章时，经常使用“语

言”这个词语。完全不是在你所提出的那种意义上，而这仅仅是人们所期望的，因

为艺术批评家不是人类学家 。 但是，人们得到了这一印象，即“语言“这个词语已经

变得毫无意义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是的， “语言”这个词语，或者说一般的语言学术语，经

常被滥用 。 我认为，艺术批评家或艺术家用“语言“真正要表示的，很可能是像“信

息”(message)一样的某种东西，其含义是说艺术家让自己向观众或听众发言 。 这种

关系 ... …

乔治·沙博尼耶：是的，实际上，他们使用“语言”是要回避“信息”这个词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的，因为“信息“很容易带有神秘的暗示 碰巧，

同样相当错误的是，由于通讯专家们 以一种精准而客观的方式使用“信息”这个

术语 。

乔治·沙博尼耶：对艺术家来说，它具有救世主似的暗示，此外，这说明了一些

艺术家对它不信任的原因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完全正确。然而，在我看来，使用“语言”这个词语如

果不是危险的话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肯定，所有艺术都是语言 至少经常都

是错误的，并且会沉溺于这样的目的，即在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地方去发现一种语言

或信息 。 虽然所有艺术都有可能是语言，但在理性思维的层面上肯定不是这样；我

的意思是说，艺术家所能掌控的一切手段全都是符号，而艺术作品的作用是要意指

一个对象，要确立与某个对象的意义关系。

乔治·沙博尼耶：这种看法促使我要求你界定艺术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说明应

当确定的艺术与语言之间的差别，在语言学的意义上采用语言这个词语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我必须返回到我刚才概述的差别之上一－即表达清

晰的语言是一个任意的符号系统 ， 它与它打算意指的对象没有任何可以感知的关

系，而在艺术中，符号与对象之间则存在着某种可以感知的关系 。

乔治·沙博尼耶：就诗歌而言，你会提出同样的主张吗？在我看来，诗歌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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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语，因而，就其全部意图和目的而言，似乎要在语言学的领域里起作用 ． 它却仍

然可以声称具有语言学领域之外的意义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你说得对，关于诗歌，我们必须修正我刚才提出的界

定的措辞，如果不是修正其基本意义的话；我说过，艺术介千对象与语言之间 ： 现在

我想说，诗歌在其已被接受的最一般的意义上介于语言与艺术之间 。 诗人与语言

的关系 ，同画家与对象的关系一样 。 语言是诗人的原材料，诗人打算意指的．正是

这种原材料 完全不是我们在言语中试图传达的理念或者概念 ，而是那些较为

厚重的语言对象，它们是由言语的碎片或片断构成的 。

乔治·沙博尼耶：即使诗人在其实际上所要做的事情方面被误导了 ． 但他却相

信，在概念上对词语的使用是一种次要的、低下的使用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如果你允许我使用一种相当牵强的比较的话，那么 ．

诗人在语言方面的举止，就像工程师试图用较轻的原子来构成较重的原子一样 ； 诗

人所创造的语言对象，比散文中所使用的语言对象更为重要 ； 他为语言的表达增加

了新的维度，在传统的诗歌形式中 ， 押韵的额外要求、韵律节奏的分析和其他一切

韵律学的规则都是显而易见的 。 此外 · 诗人可以随着蜕变的过程而行动．像兰波CD

所做的那样 。 因而，诗歌似乎存在于两种相互冲突的规则之间：语言的综合与语义

的蜕变 。

乔治·沙博尼耶：这两者同时进行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的，它们肯定是不可分割地相联系的，但在其中仔

一情况下，语言都被认为是一种对象，而这种对象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利用来确保增

加或抽取某种更加深层的意义 。

乔治·沙博尼耶：是的，但像所有艺术家一样，存在着诗人所声称的悖论性的

限制条件一虽然这种声称在诗人的情况下最为明显 他声称他的意指在意义

的领域之外，在语言的领域之外 。 按照诗人的看法，词语是使他运用语言以便完全

脱离语言的某种东西，为了说出更多的东西，要通过完全抹去来进行意指 而从

逻辑上说这并没有意指任何东西，或者说，我是这样理解的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不是 。 更确切地说，它完全取决于你赋予你所使用的

O 兰波 (Arthur Rimbaud. 1854~ \89 1).19 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人物 ·超现实主

义诗歌鼻祖。 一一译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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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的意义 。 如果你的意思是指艺术表现的任何形式，无论是造型艺术、诗歌，还

是音乐．都旨在创造一种语言 ，然而，恰 当地说，这种语言并不是表达清晰的语

言——实际上，在绘画或音乐的情况下 · 它完全不是表达清晰的语言，而在诗歌的

情况下，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对表达清晰的语言的运用一一我认为，你是绝对正确

的 。 在另一方面，如果你以艺术家的名义，要声称意义可能存在于一切可能的或想

象的语言之外的话，那么 ． 我会认为，这在实际上是一个矛盾 。

乔治·沙博尼耶：实际上，我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矛盾 。 此外，我并未声称要

为艺术家或别的什么人代言。 我认为，我在艺术家们——无论是画家，还是诗

人一一所发表的所有宣言中发现了对这样一种意图的陈述 。 至于音乐家，情况可

能有所不同 。 我从未遇到过一位像画家或诗人那样以相同方式来表现自己的音乐

家 。 音乐家的词汇不一样 ．他们的主张似乎也有所不同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的，但我们在这方面必须再做出一种区分。我们可

以把某种心理的和主观的态度归之于艺术家 ， 但重要的事情毕竟不是艺术家在想

什么，而在于他做什么 。 倘若情况不是这样，那么 ． 艺术家就不需要写诗、作曲或者

绘画 。 他完全可以写书 。

乔治·沙博尼耶：当然是这样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因此，如果你注意到 ，你正好熟悉的那些艺术家以一

种在逻辑上或哲学上无法接受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渴望与主张，那么，我的评论将

是 ： “这无关紧要 。 ”

乔治·沙博尼耶：我承认，我在某种程度上强加了艺术家对自己想法的表达 。

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艺术家们如此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没有听见他们

如此清晰地陈述这种悖论 。 然而，我却注意到，当我强加他们的陈述时，我总会得

出这种悖论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做了什么，而不是他们认为自己要

做什么 。

乔治·沙博尼耶：当然是这样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们自己也很少提出各种主观的理由 。 在每种创造

或者发现中，创造者或发现者最初意识到或者最初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多半都非

常不同于他所获得的客观结果 。

乔治·沙博尼耶 ：是的 。 但我也认为，艺术家用这些词语来进行自我表达 ．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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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达到某种超越分析范围的层面或者领域 。 在艺术家看来 ． 他

的艺术有别于认识，因为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分析的对象，不可能以

定量的条件来评判 。 而我认为，这是他最强烈的动机。

克洛德·列维莉f特劳斯：艺术家是否这样认为毫不重要，除了对心理学家来说

以外，特别是那些关注审美创造的心理学家 。 真正的问题在千：他实际上在做什

么？他无意地，或许是无意地，创造出了一种辅助语言的符号系统，而这个系统能

与其他一切符号系统并列存在，或者说一一这在我看来更加危险得多 他要对

我们说：“我要创造出一个新的符号系统，我要创造出一种新的代码 。”而事实上，他

仅仅创造出了一种伪代码？我必须承认 ，这经常都是我在观看抽象的或者所谓抽

象的绘画时获得的印象，因为就此而言 ，我们可能忘记了我刚才提出的语言与艺术

之间的差别：抽象画也许呈现了一种符号系统，这个系统与对象具有一种故意的任

意关系 。 但是，这种语言是那种无论愿意与否都会强加于我们的语言 ，它依然与审

美情感有联系，或者说它完全不是与其他一切语言一样的那种系统，比方说像铁路

信号那样，它们是一些有不同色彩的方形或圆形，向火车司机传达着各种意义，如

“线路畅通”、“线路受阻"、“另一方向的列车要到达”，或者“你必须在平交道口前慢

下来＂……然而，既然这是一个任意的符号系统……

乔治·沙博尼耶：确实是这样的吗？

克洛德·列维莉f特劳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

乔治·沙博尼耶：并不确定的是，这些符号系统是任意的：可能并非偶然的是，

选择绿色来表示“完全畅通”，红色表示 “停止”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你试图使我自相矛盾，因为我曾经提出过这一观点，

即像这样的系统完全不是任意的 。 并不是说不可能用绿色来意指“道路不通”，把

红色用作完全畅通的信号，而是因为如果颠倒过来，那就会出现……

乔治·沙博尼耶：不会是一种完全的颠倒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 ……不会是一种完全的颠倒：红色继续是红色，那就

是说，是身体上和生理上兴奋的一个来源，与完全非任意的某些反应的类型有

联系 。

乔治·沙博尼耶： 附带说，在我看来 ，选择红色来意指“停止”是悖论性的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的，实际上，我们也许……

乔治·沙博尼耶：它更像是一种前进的刺激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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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我们可以把红色当成热烈或可传达的符号，在另一方

面，把绿色当成寒冷和相当恶毒的象征 。

乔治·沙博尼耶：所以，也许有可能在这方面发现一种相关的、深刻的、根本的

意义……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然而，这种根本意义不是极其无力吗？我们所使用的

明显任意的各种信号系统，肯定不像它们在理论上看起来那样是完全任意的 。 但

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 ， 其任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传统画家、立体主义画

家或音乐家所使用的符号与象征 。

二、编码的要求

乔治·沙博尼耶：你刚才说到 ，要把抽象画家的主张与对象分离开来 。 的确是

这样 。 然而，他肯定不主张与自然相分离 。 相反，他要求贴近自然，正是他与对象

的分离，才使他的主张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 既然对象是一种妨碍， 一种障碍物，并

且代表着提供一种描述的职责，使迅速的综合变得不可能，那么，抽象画家就会说：

“我的抽象画使我能够进行一种更加迅速和更加彻底的综合一一如果｀彻底＇这个

词能够与｀综合＇联系起来的话 超过了我被限制于一个对象和对它的创造 。 ”

克洛德·列维莉f特劳斯：不过，我并不想给你这种印象，即我对抽象画的态

度 .. .. ..

乔治·沙博尼耶：哦，我理解你的态度，我只是试图……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 ……完全是否定性的 。 我可能被它吸引，被它迷住；

它可能因为色彩和形式而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 然而，当我看一幅抽象画时，我

从来都无法确定是否要把它挂在我的墙上，无法确定我是否不会在一块漂浮木或

一件矿石标本中得到同样大的满足 。 一片孔雀石或一块玛瑙不会给我的想象力提

供更加微妙的图案、更加灿烂和生动的色彩，以养育和激励我的心灵吗？换句话

说，与其说我要质疑抽象画的吸引力，尽管我把它置于相同的范围中，不如说我要

质疑特定对象可能具有的吸引力，要质疑它的意义……

乔治·沙博尼耶：通过清晰的意指……

克洛德·列维莉f特劳斯：更确切地说，是它的意指的特点 因为它明显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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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一画家的意图和在绘画期间是有意义的…...

乔治·沙博尼耶：是的！我甚至会竟至千认为，当人们在一位抽象画家或一位

画家面前发现了自己之时...… 因为一位画家不一定是一个在画布上绘画的人…...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的 ，但我们不必提及那些名字，因为这会使我们陷

入争论之中 ！

乔治·沙博尼耶：我可以提出一些名 字 。 例如，我想到了苏拉热。或者哈同气

好的，当我在看苏拉热或哈同绘制的画作时，我得到的印象是我认识了整个人，甚

至还有他的政治观点 。 我在思考各种极端的个案。正如我从一件特定的原始派©

的作品中会看见的，或者如我认为会看见的那样，那是他看待社会的角度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但是，在这些我承认非常有可能的个案中，你不认为

那实际上是因为……

乔治·沙博尼耶：我认为，在抽象画中有可能非常清晰地辨别出那个部分，它

构成了在纯粹装饰性图案中安排的完全非意指的各个色点 。 在某些画作中，我们

偶尔会意识到向另一个范围的转变 。 那个人本身变得很明显 。 例如，当我在看马

蒂厄＠的画作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人的因素 。 倘若我在看马蒂厄的一幅画作，那

么，我便对马蒂厄一无所知 。 倘若我在看苏拉热的一幅画作，那么，我知道苏拉热

属于哪种人 。 在一种情况下，画作已经变成了对那个人的诗意的表现 ， 在另一种情

况下，它从未达到这个层面（我承认，艺术家也许故意避免以此为目标）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认为所发生的事情是，画

家虽然认为自己保持了对自己规则的忠实，但在实际上却背叛了它，所以，尽管似

乎是他自己，但有意义的关系 、与对象的关系，已经消悄地再次被引入了？

乔治·沙博尼耶：我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出，这也许是实情 。 然而，我并不相信

情况是这样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我倒更愿意举一个音乐的例子 。 我们在音乐中发现

CD 苏拉热 (Pier re Soulages, 1919— ) ， 法国画家和雕塑家，以画黑白抽象画而知名 。 译注

＠ 哈同 ( Hans Hartung, 1 904— 1 989) ，德裔法国画家，欧洲抽象表现主义创始人之一。 译注

＠ 原始派 (Primitive), 20 世纪初产生于法国的一个现代画派，又称稚拙派 ｀ 以 亨利 · 卢梭 ( Henri

Rousseau, 1 844- 1 910)为代表 ， 主张返回到原始艺术的风格中去｀追求自然天成的表现形式 ， 努力表

达直接的朴素印象。 译注

＠ 马蒂厄(Georges Marhi eu 、 1921 —2012 ) 法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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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有点类似的情形，但在我看来却是一种更容易讨论的情形，因为就我所知道

的而言，没有哪个抽象画家一—而你比我更熟悉这些问题—一就此提出过一个系

统 ·也没有发展出一套代码 。 在我看来，每个画家都试图创造出自己的代码， 随着

他的前进，随着他从一幅画转向另一幅画，他会修改代码，而连续的音乐给我们呈

现的是一种有意识的和系统性的努力，以提供一种新的音乐语法 ． 它意在取代传统

的语法 。

乔治·沙博尼耶 ：是的，但它离传统语法并非那么遥远。

克洛德·列维莉i特劳斯：在我看来，它首先是一种只作为韵律学而起作用的语

法 。 各种规则是诗学的，不是语言学的，因为语言学规则的实质性特征在千，它凭

借语音使之能够表达不同的意义，而语音本身则是任意的，这些语音是一种二元对

立系统的一部分；换言之 ， 在发音清晰的价值内部确立了一种逻辑层级，它使我们

得以区分不同的意义。

现在，我完全无法清晰地看出，连续的编码如何能够成功地维持或重新发现这

样一种层级系统。对立面的理念还残存着，但音符的位置没有被连接成一个系统。

在这种意义上，代码似乎更加成了表现性的，而非语义性的 。 然而，话虽如此，当我

们聆听《沃采克》吩这样的作品时一一它是十二音体系的，而不是纯粹音列的，我们

感到自己正在聆听一种并非完全令人不安的音乐 。 但是，这不是由于传统音乐的

语义体系 这种体系在音符层级的比例方面得到了表现，并把它们的作用指定

为导音 ( leading note) 主音 ( key-note ) 和属音 ( domina n t note) 在这方面具有一

种对等物，尽管有音乐家的意图 ．但他对所发生的情况却没有任何清晰的概念 。

乔治·沙博尼耶：这些理念如何影响到你对“具体音乐”霄的看法呢？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我看来，”具体音乐”非常接近千我们刚才讨论过的

那种抽象绘画；这两者都是通过画家或作曲家的个人喜好所获得的各种要素 的一

种结合，但却独立于一切语义规则 。 偶尔有可能出现某种意义 ， 正如我们偶尔会在

一个自然对象中突然发现意义一样，在一块小鹅卵石或一片卷曲的树皮当中 ，从中

＂辨认出“一朵花或一只野兽（但是，当我说“一种意义”时，我并没有想到与任何特

@《沃采克》 (Wozzeck) ，奥地利表现主义作曲家阿尔班 · 贝尔格 ( Alban Berg, \HHS— 1 935) 于 1917一

1920 年创作的 3 裕 15 场歌剧 。 译注

@ “具体音乐 ” ( musique cu11cr如） ． 一种现代音乐形式 。 它把自然界和现实牛活中的各种音响（包括乐音

与噪音）记录下来，再通过音响机件进行加工 ，以合成“音乐”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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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事物的类似之处，如道路当中的一个树根很像一条龙…… ） 。

乔治·沙博尼耶： 当然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突然把那个对象看成是一种结构，

并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审美情感的对象中看出了那种结构，它纯粹是一种偶然的结

果 。 在没有艺术家方面的任何深思熟虑的意图的情况下．在他没有在一种真正意

义上以乐器来引起那种感觉的情况下，这也可能发生 。

乔治·沙博尼耶：我认为，“具体音乐”的作曲家不会认可这些关系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哦 ． 我非常肯定地认为他们不会认可 ！

乔治·沙博尼耶：然而，我认为，很多听众也会拒绝接受那些关系 。 我可以聆

听一首“具体音乐”并且被它感动 。 我甚至可以聆听它，并赋予它某种空间形式 。

它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贝 多芬的交响乐的方式将自 身投射出来 。 在我看来，它较为

自然地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 。 例如，如果我聆听菲利波(Phi Ii pot ) 的音乐，那么，它

在空间里具有的意义与贝多芬或莫扎特的音乐完全不一样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我看来 ，威胁到艺术的最大危险是双重的 。 首先，

它不是作为一种语言，它有可能成为一种虚假的语言 ， 一种对语言的歪曲的模仿，

一种朋品，一种关于语言主题的孩子般的游戏，它在获得意义方面不会成功 。 其

次，它有可能成为一种总体性的语言，除了它所使用的媒材之外，与表达清晰的语

言属千相同的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它极有可能有所意指，但与此同时．它不可能伴

随着任何真正的审美情感 。

你刚才的评论中触动我的是，你对“具体音乐”和贝多芬的音乐进行了区分，或

者说，对古典作曲家或浪漫作曲家所创作的音乐进行了区分，而你认为，它们没有

给你提供相同的体验，在一种情况下，你建立起了空间中的感知；但建立空间感知

的可能性——我对此一刻都不怀疑 会伴随着审美情感吗？

乔治·沙博尼耶：是的，似乎我的感知形式与早已存在于我身上的某种东西很

吻合 。 当我聆听菲利波的音乐时，出现了某种非常奇怪的事情：我得到一种印象，

即我重新发现了对我来说很特殊的感知方式 。 在聆听菲利波的音乐时，我得到的

印象是，作曲家要告诉我，我的感知能力在如何起作用..…·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审美体验的条件形成

了，因为在我看来 ，我们称为审美情感的东西被联系了起来一更确切地说．当一

个无意义的对象被提升为能指的角色时，审美情感就成了我们做出反应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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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个问题最初是布瓦洛CD在很早以前提出来的，他当时写道：“当其由艺术

来模仿时，既没有阴险的人，也没有可恶的妖怪 。”他使用了一个拙劣的例子，但审

美转化或提升的真正作用，是要上升到某个有意义的层面，这个层面并不存在于其

原初状态的这种方式或者形式之中 。

乔治·沙博尼耶：你认为艺术家是追求语言的某种人吗？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如果你允许我使用这种表达法的话 ． 那么，他是某种

"渴望”使对象进入到语言中的人（那就是说把它吸入其中） 。 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

个对象，以及他在看对象时实际上出现的东西，即那是一种抽取或渴望达到目标的

过程，它把对象从一种自然实体变成一种文化实体 。 如我刚才所说，正是在这种意

义上，使人类学家感兴趣的典型现象，即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 以及从一方朝另

一方的转换，在艺术中得到了特别好的示例 。

乔治·沙博尼耶 ：是的 。 更确切地说，你刚才所确定的，并不是艺术家本身所

认为的那个过程 。 相反，在很多情况下，艺术家认为，他要从能指出发，以便继续向

后退，或者朝相反的方向前进 。

更确切地说，艺术家相信，他要超越文化，走向自然 。 我并不是说，这就是他所

做的；我是认为，这就是他试图要做的 。 在艺术领域里，被称为文化的东西，是由人

创造出来的某种东西 ，人们实际上要尽全力抛弃文化，返回到自然 。 这就是诗人要

走的方向上的意图——我要重复说，这是他的意图 。 也许，成为其真正途径的，是

他轻蔑地称之为文学的那种东西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有两件事情在这种程度上并不矛盾，即把一个对象提

升到符号的层次，如果获得成功，它必定会产生出某些基本特性，这些特性对符号

和对象来说都是共同的，即在符号中很明显、在对象中通常是潜在的一种结构，但

这种结构由于其可塑的或诗意的呈现而突然出现，而且它也允许对各种不同对象

进行转换 。 结果，我赞同你的看法 。 存在着一种双重运动 ： 渴望达到从自然到文化

的目标，这属于从对象到符号和语言，第二种运动是通过这样的语言表达，使我们

得以发现或感知到对象的特性，那些特性通常都是隐蔽的，正是那些特性，才与人

类心灵的结构和机能具有共同性 。

乔治·沙博尼耶：我认为，我们可以说，只要第二种运动出现，艺术就能完成 。

CD 布瓦洛(N icolas Boileau Despreaux, 1636-1711 ) . 法国古典主义诗人、文艺理论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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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当然是 。

乔治·沙博尼耶：在它出现之前，肯定没有艺术的任何成就。 因此，你不愿意

认为抽象绘画是艺术表现的一种形式吗？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我只可能给你一个非常主观的回答，但毕竟……在现

在的讨论期间．如果我没有一直想到你和我，唉，都不属于同一代人．没有想到我学

会了在完全不同于你总是习惯了的那些模式的基础上去观看和感受，那么 ， 我就是

一个非常糟糕的人类学家 。 在努力提出一种合理的理由方面－我不会说出我的

反感 ，而会说出我的漠不关心 对于抽象绘画，我也许提不出以理性为基础的可

靠论点，但我试图使一种历史态度合理化，它是我这一代的某些个人和社会环境的

态度，他们在那时发现自己面临着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并不存在的某种社会环境 。

乔治·沙博尼耶：你的论点可能并不适合于我，因为我并没有年轻到除了抽象

绘画之外什么都看不出的地步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但是，正是抽象绘画，才给了你机会去对抗你的同时

代人，或者对抗刚好在你前面的那一代人……

乔治·沙博尼耶：情况无疑是这样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我完全可以肯定，我在青少年时期对立体主义的激

情，不仅要由我自己与我在观看的画作之间直接的和真实的关系来说明，而且也要

由这一事实来解释，即它给了我机会背叛我的父辈，并与他们相对抗 。

乔治·沙博尼耶：是的，我知道，人们总会谈及“对抗”这样或那样的事情 。 我

并不热衷于表达．因为与其说目的是反对，倒不如说是别的某种东西 。 无论如何，

它是与反对完全不同的东西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我们正在谈论艺术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 你知道伯格

森呀爰引过的那个关千一位农妇的铁闻，她在拜访一个偏僻的村庄时到教堂去，她

成了牧师在布道时开玩笑唯一不笑的人 。 在被问到她为什么不笑时，她回答说：

“我不属于这个教区 。”在所有的语言现象中．不只是存在着交流，也存在着一种找

到交流方式的努力，那些方式是某个特殊群体、一代人或社会环境所特有的 。

乔治·沙博尼耶：我知道科唐坦半岛©的一些村子，那里使用的最普通的词语

0 伯格森 ( Henri Berg心n . 1859— 1')41 ) ，法国哲学家、现代生命哲学的倡导者 。 －~译注

＠ 科唐坦半岛 (Cotentin汃法国西北部仲人英吉利海峡的一个半岛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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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都不同于它们通常的或者公认的含义 。 我知道一些村子－我无法告诉

你它们的名称，因为担心得罪居民们一例如，沉默寡言在那里意指男同性恋，那

里的大多数词语都是像这样使用 的， 因此· 当地的言语在字面上无法理解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的 ．但这说明了当我们试图理解自己对此和这样一

种艺术表达方式的偏爱时，我们不可能不考虑那个群体的原因 。

乔治·沙博尼耶：我刚才要说，诗入虽然认为自己是在语言学的领域内 活动，

但他的目的是要通过对词语的特殊使用而回避意义 。 作为哲学家，你认为这是否

是一种哲学态度？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当我想到诗歌和它特有的创作过程时，涌现在心里的

并非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意象或者考虑 。 我倒是倾向于把诗人设想为化学家， 他

试图综合地创造出一些很大的分子；他试图创造出一些大的语言实体、强健的对

象，其基本实质在性质上是语言学的 。 倘若“元“( meta ) 这个前缀没有被赋予任何

形而上学的内涵的话，那么 ，只要你愿意 ，他的目标就是一种元语言 。

乔治·沙博尼耶：你刚才所说的话能应用于绘画吗？有可能通过调换所有术

语 ． 主张抽象画家像这样操作吗？ 他要以他自己的方式，在形式和色彩的领域里寻

求很大的分子吗？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不，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差异 。 诗人所用的媒材早巳被

赋予了意义 。 它们是有意义的词语或词组，诗人通过把它们结合起来，试图改变或

者丰富那些意义 ，而抽象画家使用的媒材是画上的笔触，从它们不再与现实有任何

明确的关系那一刻起，这些要素本身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 你也许会反驳说，同样的

东西也适用于语言，而同样的东西实际上的确适用，因为语言学家把言说的组成要

素称为音素……

乔治·沙博尼耶：与意义毫无联系……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与意义没有密切关系 。 例如， p 和 1 在法语中都没有

固有的意义，然而，它们却被用来区分与 “ pas”和 “las”这两个词语有联系的两种意

义 。 你也许会说，同样的东西适用于绘画 ： 画布上的色斑没有任何固有的意义，但

却可以用来区分意义的细微差别 。 我对此的 回答是 ． 这对那种与一个对象有某种

哪怕很微弱的关系的绘画来说是正确的 ． 例如，在其中 ． 画上的笔触可以用来区分

形式与 内容、轮廓与色彩 、明与暗等等，但并非在这样的系统之中 ， 即画上的笔触代

表了那个系统的总和， 除了画上的笔触本身之外，没有任何次要的代码，而画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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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有权在一个单纯的层面上阐明他的规则 。

乔治·沙博尼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抽象艺术家的方式不可能不确定地发

展起来 。 追求这种方式 ，就是返回到装饰艺术并停留在那里的另一条途径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就我而言，这就是我对抽象绘画反应的方式；它对我

来说可能具有某些吸引力，但我却不可能摆脱它的装饰性方面 。 在我看来 · 它缺乏

艺术作品的实质性特征，它要提供一种语义学性质的真实 。

乔治·沙博尼耶：如果我想到抽象绘画，我就不可能认为它是一种没有根据的

现象 。 即使我能确定它出现的那个确切时刻及它第一次出现时的确切情形 猜

想它可能出现的情形－－但事实仍然在于．抽象绘画在绘画不间断的传统中还占

有其自身的地位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那是不可否认的 。

乔治·沙博尼耶 ：因此，我们被引导直至相信 ，单单根据它的存在这一事实，它

就符合我们可以称为绘画的那种历史运动的内在法则。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绝对

不可能谴责抽象绘画，并且倾向于认为，它自然会沿着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作

品以来的方向继续下去 。

克洛德·列维莉f特劳斯：我同意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 但是，实质性的问题

在千，就前几个世纪而言，要知道绘画艺术的演变是否已经成了一种建构性的进

展，或者说，它是否已经日渐成为破坏性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这个时刻，我们也

许会体验到破坏的最新阶段 。

CD 拉斐尔 (Ra ffae llo Sanzio. 1 ➔83— 152( ）），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和建筑师 ．“文艺复兴三杰”之

-·—译注

＠ 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14 75-1 564)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和雕塑家 ．“文艺复兴三杰”之

一。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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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J布洛赫著 吴勇立砫 译

恩 斯 特 · 布洛赫 ( Ernst Bloch, 1885— 

1977) ，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卢卡奇、布

莱希特、阿多诺、本雅明等均为好友 。 1918—

1933 年在莱比锡大学教书，纳粹夺取权力后

他辗转抵达瑞士、法国、捷克，最后到达美国 。

1949 年返回德 国任教于莱比锡大学， 1961 年

任教于图宾根大学直至逝世。 著有 《 希望精神 》 《 希望原理 》《 自由和秩

序 》等 。

本文是布洛赫的一篇演讲，主题是关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境况 。 本雅

明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说过这个主题，而布洛赫过了近 30 年继续讨论这一主

题，与本雅明视角有所不同 。 如果说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充满了期

待的话，那么布洛赫则似乎充满了忧虑 。 他指出钢铁和玻璃所构成的现代建

筑，强调功能至上的理念，其技术彻底改变了人及其生活，同时也深刻地改变

了艺木 。 一方面，德国表现主义作为反思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出现了，它与机

械复制具有某种暧昧且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机械复制时代的技术又把许多

新发明带入艺术，特别是蒙太奇 （拼贴、并置等 ） 手法，使艺术的表达方式出现

激变 。 布洛赫对机械复制时代的技术理性多有疑虑，他在这一 时代的艺术中

看到了技术对自然的破坏和精神的没落。 与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乐

长 本文原载 Ernst Bloch , Litera r八ch e Aufsii t之，，（ Frankfu rt. 1965 ) . pp. 568—574。一一译注

釭吴勇立 ．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语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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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主义不同，他的分析充满了悲观和忧虑 。

(1) 毋庸置疑，再也没有人讨厌长毛绒了，让我们感到讨厌的是太多的玻璃和

钢铁，以及太少起装饰作用的东西。然而，一旦装饰得太多，在过去发生这样的状

况时，太多太多的东西就会被它们遮蔽了，太多的东西被整饰得光鲜浮华却令人憎

厌 。 因为缪斯女神不仅在战争中沉默无声，而且恰恰在谎言中沉默无声。用这种

方式换来的外表总是据此成形的，我们宁可完全不要它。

(2) 不真诚的东西是刻意的猎奇 ( Kitsch ) 应甚至今天我们也不乏这样的东西 。

它实际上发源于 1871 年后德国的繁荣时代 (Griinderzeit) 心也是这个时代的纪念

品，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这是最新的纪念品 。 那个时代是长毛绒的时代，当然它也

已然是一个机械时代 。 它最不愿意承认它现在富丽堂皇的装饰实际上完全是从早

先的年月里剽窃而来，而这样的装饰在今天显得如此可笑且又诡异。大星的花边

桌巾随处可见，艳丽耀目的门帘，再加上仿佛来自中世纪骑士城堡的碗柜，以及靠

在碗柜边的长柄斧，斧柄上居然还装上了温度计 。 周围的女人像是甘泪卿来到了

皇家剧院，弗朗茨 · 伦巴赫©给居千高位的大人物作画，仿佛他改了名字叫丁托列

托(Tintoretto) 应 与此相匹配的现象是户外那些没法不用铁做建筑材料的地方，

尤其是火车站站台上的灰铸铁柱上边的哥特字体；甚至已经完工了的用钢铁建造

起来的会堂也不能幸免，比方说，法兰克福市的总车站，在它的前面空地上硬是修

建了一个帕拉迪奥©式宫殿大门 欺骗比比皆是 。

(3) 够了 。 众所周知，发生的变化是突如其来的。嗦哟吃嗦(Hoi jotoho) ®不再

(D Kitsch 是德语世界的一个独特概念．语言字典上通常解作“俗气的、拙劣的艺术”，韩少功在（（生命不能

承受之轻》的译文中将它译作“媚俗＂．在昆德拉的小说语境下，如此译法达到了文从字顺的效果，不失

为一时之选它的实际意义是指：在平凡的事物中刻意营造奇特不凡的味道．表现为矫揉造作、不自

然，是资产阶级对高贵以次充好的理解 。 译注

＠ 在历史上，这段时期指 1871 — 1873 年德国挟普法战争胜利之余威，加上法国战争赔偿的资本．经济高

速发展、国力猛增的一段黄金时期 。 一译注

＠ 弗朗茨 · 伦巴赫(Franz Lenbach, 1836— 1904) ，德国画家，工于人物肖像 。 著名作品有俾斯麦画像、

德皇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画像、奥皇弗朗茨 · 约瑟夫画像、教皇列奥十三世画像，其他作品还有经济、

艺术和社会名流的肖像画 。 译注

＠ 丁托列托 ． 1 6 、 1 7 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世家，这个家族一共诞生了四位绘画大师。 事迹不详 。 译注

＠ 帕拉迪奥 ( Palladio) , 16 世纪的意大利建筑家 。 译注

© 咙哟陀咘 ， 歌剧《女武神 》（又名 《瓦尔基里 》）里的入物。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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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广阔世界的魅力 ， 斯大林的风格也走到了尽头。长期以来功能的形式独占鳌

头，从范 · 德维尔德心弗兰克 · 劳埃德 · 赖特＠直到柯布西耶卢 阿道夫·路斯＠

说那种结满痴疮、活像溃疡的装饰在我们这个时代凋零了 。 这些东西再也找不到

立足之地，建筑物被做成光秃秃的运输箱或鸡蛋箱的样子，顶上贴出“乌拉，我们什

么也不去想啦！＂的字样，这是它唯一的修饰 。 这样的建筑其实还并不是针对昔日

痴疮模样装饰的最后宣判，它也根本不是针对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拼盘大杂绘的

最后宣判，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我们的时代跟这种大杂绘没什么关系 ，但实际大杂绘

正是表现为那种技术建筑方面的冷酷性，又表现为绘画造型方面的怪异想象 。 曾

经有过一种新写实主义©的虚情假意，曾经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往往出于自我的目

的而物化的纯粹的目的形式，在建筑艺术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一股

前所未有的反对装饰的破坏圣像运动 。 尽管如此，有一位保罗 · 克利那时就正在

包豪斯任教 ， 与此同时，埃森的弗柯望博物馆开放了，博物馆四下都是透明敞亮，以

更浩大的声势传递着纯粹的表现主义元素，以及亲和力强大的民间色彩和异国情

调 。 不光具有同时性，而且还可以说具有空间同在性：一个绘画和雕塑的新世界跟

钢圈椅和混凝土墙凑在一起是何等古怪 ！把功能空间里的所有装饰统统扔出去，

把纯粹的装饰物件装在跟奢华毫不搭边的框架里或基座上，这又是何等古怪！为

法兰克福新剧院的玻璃和钢制门厅里特意订购的夏加尔©画作至少是不协调的。

而且它还不是伪装 ，不是当年外层装有温度计的长柄斧那样的伪装，或者是为隐藏

铁轨之用的文艺复兴式大门的那种伪装 。

(4) 那么， 以另一种方式对我们招呼的，让火炬在今天的水中燃烧的是什么？

显然不是十足的伪装甚或复式簿记 。 从弗朗茨 · 马尔克©到马克斯 · 恩斯特，©从阿

CD 范 · 德维尔德(van de Velcle, 1863- 1957) ，比利时建筑设计师 。 译注

＠ 弗兰克 · 劳埃德 · 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1 867—1959) . 美国建筑师、室内装溃家，同时也是作家

和文化商人。 译注

＠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 887— 1965) ，瑞士出生的法国建筑理论家、城市规划家、画家、雕刻家和家

具设计家 。 译注

＠ 阿道夫 · 路斯(Ado! f l.,oos , 1 87( ）— 1 933) ， 奥地利建筑家、现代建筑的先驱。 译注

＠ 建筑上的新写实主义，兴起于德国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发起者是想突出自己跟表现主义划清界限的

立场 。 后来该流派作品以包豪斯风格或包豪斯建筑闻名于世。一一译注

＠ 马克 · 夏加尔 (Chagall 、 1887—1985) ．白俄罗斯裔法国画家，有犹太人血统 。 译注

© 弗朗茨 · 马克 ( Franz Marc, 188( ）— 1 916) ． 德国表现主义画家。一一译注

＠ 马克斯 · 恩斯特(Max Ernst , 1 89 1 —1976) ， 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画家、雕刻家。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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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彭科。到亨利·摩尔(Henry Moore ) ，甚至势利的市井小人也不会期待出现任何

的改进、任何的装饰性之物 。 那种能把技术和新的艺术裘撼联系起来的某种东西，

跟从前艺术风格里的那些同质的、起联结作用的东西是绝对不同的 。 那时最简单

的器具也造得和名贵的东西一样美，一个勃良第贵族女士的花边帽子，看起来也和

一座大教堂的尖塔一样具有哥特的色彩，一笔书法和一个涡卷形饰一样具有巴洛

克的风韵，而名流之间相互鞠躬的形式，也与古时候宫殿的露天台阶如出一辙 。 所

有这些都在功能形式和丰沛的表现主义之间的断裂中烟消云散，当我们安逸千我

们时代的风格可以是多元的面貌的想法，并因此把一切反对的力量辗为尘土的时

候，这一切同样化为乌有了 。 把这个时代的风格，也就是正在转型的资产阶级的风

格，而且尤其是这种风格当作国际火车站的车站的风格来处理当然是更真切的。

但这还不够，考虑到玻璃房屋和紫外线之间高度矛盾的类比，因此二者都只会为出

发而出发，也就是为了它们自己的缘故而自行分解 。 相反，分进合击至少是它们二

者的任务和它们的间题。 因此，与一种二元主义相反，技术 匿名的和想象一表达

的范畴之间的一种可能的劳动分工的远景也就出现了，出现在前面开阔的空间之

中。但是对千既有之物，对于玻璃房和紫外线之间极度矛盾的对应这还是不够的 。

于是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二元论的远景，一种在技术匿名和视觉表达之间的可能的

分工远景，这远景在开阔的空间里向前伸展 。

(5) 过去的外在生活在一些人看来是更美好的，当然肯定在舒适程度上不如今

天。我们无需讨论松木火把跟电灯泡之间有什么差别，这种差别足以说明此类的

技术改进 。 毫无疑问，技术时代已经对我们的身体、生命、安逸和自然造成了非常

强烈的破坏，这里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技术对社会的管理太差，它超出了人类的控制

能力，使他们的反对者拥有了绝对的致命武器，发展得比人更快（以至于不再需要

人）并给他们提供服务于他们的对立的大规模致命武器，所以哪怕是在和平年代，

我们的技术时代也不懂减压为何物 。 阿道夫·门采尔©绘画的炼铁厂比一家现代

工厂显得冷酷得多，跟诞生不久的汽车相比，邮政马车更接近于石器时代的不便

利 。 即便是非本质的减压 (Entlastung des Unwesentlichen) 也是由技术发动的 ： 如

果开启了一个对本质之物的特殊表达空间，一个脱离了以奢华排场所修饰的所有

(!) 阿奇彭科 ( Archipenko, 1887—1964) ．乌克兰裔美国雕刻家、现代雕刻艺术的开创者 。 译注

＠ 阿道夫 · 门采尔 ( Adolf Menzel, 1815—1905 ), 19 世纪德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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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质事物的空间，情形将是怎样的？技术带来的减压和艺术的新奇形象难道不

都是出逃 (Exodus) 的变种么？ 如此一来它们岂不是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火车站风

格，至少，在远程火车和最好的绘画作品的抽象视角方面如此？根据 1910 年前后

《蓝骑士炒的一个说法，艺术作品不再是艺术的对象 (objet d'art ) ，而是表现，更确

切地说，是对本质之物可见—不可见的探索，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有了存在的空间。

表现主义里的这种艺术作品透支了它的积蓄，在它整个改变本性的艺术方式中已

经有过太多的纯粹爆发的骗局，这样的骗局现在还存在 ： 它和别的变革时代没有

什么两样，突如其来发生转型的时候就是如此 。 如果这种转型不追求那种寓居机

器的毫无装饰的平淡，它就很难给自己带来减压的效果，还可能将自己推入孤立

的境地 。 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甚至会伴随着来自迄今为止所有的文化组合的

抗议，而这里的文化势必越来越变成模仿性质的文化。于是，对艺术的古老装饰

问题的解决，把绘画和雕塑整个地带上了异端的出逃之道，它本质上就是异端 。

如前所述，当下那些没有任何装饰的新房屋是非常贫乏的 。 能与古建筑艺术

的完满和严整相协调的风格几乎荡然无存，玻璃和钢铁只让效果更显得苍白，而不

是灿烂 。 但是伟大古风的死亡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事物的开始。 建筑艺术的

实际目的的实现者并不是工程师，而是威廉时代。它在瓦洛特＠的帝国国会大厦

( Reicht ag)那里衰落了．而不是在无装饰的减压中衰落，尽管曾经有一段时间那种

减压相当的单调 。 是什么在一条分离的道路上行进？是新的绘画和新的雕塑，尽

管它们具有内在的幻想 ，也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幻想，它们被说成是“全部艺术的

终结” 。 当然，真像那种泛泛而言的讲法，总是那种理智停止工作的人在发出停火

后的战斗呐减，并且只有这样的入才会发出这样的呐喊 。 当别人演奏勋伯格的时

候，他们在叫布鲁克纳的名字，当别人第一次演奏布鲁克纳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叫

喊要听海顿的那些母牛产下的牛犊。在理论层面上 ．他们就是利希滕贝格句沂比方

的那种试剂 ．他说：毕达哥拉斯在发现了勾股定理时，向诸神献祭了 10() 头牛以示感

谢 ： 自那时起，每发现一新的定理，所有的牛都会战栗发抖。如果我们用完全另一

(!) “蓝骑士”是康定斯基和弗朗茨 · 马克为了他们的艺术作品展和出版活动而创立的年鉴名称，同时也

是他们这个编组闭体的名称。一一译注

＠ 保罗 · 瓦洛特<Pau l Wallot, 1 84 1 — 1 9 12 ) ，德国建筑师 。 译注

＠ 德国奥地利叫这个名字的城镇和人物都很多 ． 这里可能是格奥尔格 · 克里斯多夫 · 利希滕贝格

( Georg Ch ri stoph Lichtenberg , 1742— 1799 ) ，德国作家、物理学家。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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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义来反讽地借用一下这个典故，“艺术的终结”也是如此：为什么弗朗茨 · 马克

和康定斯基的“蓝骑士“不比半个多世纪前拥有更多的权力，不去走那条传统的、被

人争相模仿的主干道，而去走一条狭窄的不起眼的街，就像入们过去所说的，某

天让它变成一条新的主干道？克利的 《新天使 》，马克斯·恩斯特的 《 壁垒 》

( Zitadelle) 中的艺术终结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它们的密码制作毋宁说是在一种 与

常文化眼光下的博物馆配料的终结，这种文化眼光已经被列为美食的眼光，真正地

侧身于美食的眼光行列。这样的终结意味着这样一个消息的开始：那些来 自古代

的伟大时期的不可复制亦无以模仿的雕塑品 (Bildwerke) 被照射在一轮新的光芒

下，照穿了它破碎的辉煌 。 不仅如此，这样的终结还造成了荷马和歌德彻底摆脱了

红色首席教师的影响，使得古典主义能够以开放的方式向我们言说。 既然技术的

减压脱离了物化的喜庆视角，脱离了历史的画展语调，关于那些已经偶然形成的，

或者可能偶然形成的自我排斥的艺术的重要新领域就说这么多。 新的艺术当把本

质之物的新的密码制作当成唯一具有艺术性、具有新艺术性的任务 。

(6) 如果我们彼此隔断地观看对方，那么在这里并不缺乏更为切近的方式 。 工

厂里的工作台教不出经验老到的艺术教皇，但是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方便地教

出一位艺术家。去制作、去创造，这种新的制作及其框架的新环境可以在新的艺术

家那里得到丰富的使用，甚至出于非常不同的原因 。 在制作、生产的过程 中， 在这

些产品和它们的框架环境下，大量地使用了新艺术，虽然这么做的理由各不相同 。

甚至过去的材料也被重新发现和利用：钢丝球、房屋周围呈波浪形的铸铁 。 首当其

冲的是，这种框架本身已被写入了纯有机机体的建筑图纸之中，或者已经写在机体

上面了 。 在风景画中，我们看到一个被技术破坏或改造了的自然，精神随之没落，

人类这是在把河流、群山、平原抽干，将之变成地图上纯粹的线条物质 。 在这一切

现象后面隐藏着并不罕见的改造地球的用心，直白地说，是在陶特。和舍尔巴特叨听

提出的“城市之冠”和“地球仪＂的彻底理性意义上所做的改造 。 因此在水晶构成的

意义上说，在这种建筑样式那里，就必定要以奇想式的突变来完成新的功能形式的

立体几何 。 而且，艺术蒙太奇源自千现代技术，是我们这样一个不再完整、不再明

CD 陶特是兄弟二人、皆为德国建筑学家 ． 哥哥叫布鲁诺 · 陶特 ( Bruno T aut, I 880— 1 938) ．弟弟为马克

斯·陶特(Max Taut, 1 884-1967 ) 。 译注

＠ 舍尔巴特(Paul Scheerbart, 1863一1915) ，德国幻想文学作家、画家。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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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分出层次的世界的一个辅助手段 。 在这种意义下 ． 蒙太奇得到了运用，这一个组

合里的零件和要素被置换进了另一个组合，一切完满地合成一体的东西都被打破

了取消了扭曲了 。 这种置换过去只在怪诞作品中才为人所知，而现在从过去的

图片拼贴（图片蒙太奇）到布莱希特对陌生化手法的突兀运用，都能看到这种置换

的踪影，虽然后者看起来似乎来自 于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 。 契里柯。所创作的壁炉

上的神秘的静物中被施魅的东西是何等陌生而切近、切近而陌生一左边一个巨

浪扑向房屋，右边则是像一堵墙一样的丛林 。 因此，通过蒙太奇，在经验的现实和

常规的自然中相当接近的东西，就被分割到数英里以外 。 而相距数英里的东西，又

借助蒙太奇之力被移到了一起 ，被记录在画面上 。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乔伊斯的

文学作品中，具体来说，就是广告销售员布鲁姆的 1 天等同于奥德赛的 24 年 ，还有

伦敦东部的码头和在泉水中闪烁的印度庙宇也挪换了地方；它们在同一处地方交

汇，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一致性而可以互相交换 。 相应地，现代技术的特性也多层

次地影响了艺术的展现，特别是当这种艺术表现不仅仅体现为主观的试验性质，而

且是在它不得不适应一种被施魅的现实的时候 。 于是， 我们 当下这个本质的世界

浸透了恐惧和希望，半是瓦砾堆，半是刚刚成形的图形 ，以一种具象的、引人瞩目的

方式被装进了框架或被安在基座之上 。

(7 ) 不过，制作的套路还是有的：在这里是创造性的，在那里则是赋形性质的 ，

尽管它 们 各不相同 。 人工的东西不是艺术，钢管椅子虽然给图像的震惊

CBildschock)发放了通行证，但却没有给它通关的密码 。 并且，马克和康定斯基的

《蓝骑士》建基性的起步也显得过于乡野气且异国气息浓厚，不见工业城市的色彩 。

创作的主题还是富有表现力地展现减压，长期来看，它已成为一个内在的空间、一

个音乐的内向性、一个可视的遮蔽物，而不是外在的技术性的机巧 。 但是在造型艺

术被排斥的工业时代，却为另一种艺术的完全不可感知的东西预设了一个通过主

观的途径发出共鸣的维度 。 客体本身应当作为它们自有的内在王国的寓居者， 作

为“我们内心最深处样态的伪饰“艺术地显现 。 而且，特别是朝 向宇宙客体的一面，

外在的世界首先遭到了去自然化的对待，这样外向性的东西就表现得和内向性的

东西一样 。

正因为如此，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尽管具有主观性，却从没有像现代技术那

＠ 意大利艺术史上有三位名为契里柯 (Chirico ) 的画家 ，其中两位是兄弟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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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友好，对千现代技术而言，歌德式的“自然化” ( Naturierendes) ，乃至作为表达世

界的一种寓言和装饰性的“自我结晶的森林”也理所当然地是陌生的 。 自从伽利略

时代以来，虽然存在各种“形式化”的手段，在自然科学上和技术上就再没有可想象

的”事物的烙印 (signature rerum )” 了 。 甚至在最抽象的绘画中．象征性的

(Figur ierendes)转向也是不可避免的，哪怕人们并没有把它和马克的“有机”泛神论

联想到一起 。 结果是持续地制作密码，对事物进行诸如分解、混杂、互相解释

(Gegener leuchtung) 等操作，既迷惑人又想给人某些指示：指向了没有饰品的装饰、

书写的画作以及似乎从亲笔画押中产生的某种东西 。 这些东西出人意料地接上了

莎士比亚的句子 ： “艺术家让树木开口说话，在溪流中找到文本 。 ”（而言说和文本一

样充满表现力地在寻找和复制密码，饱含寓意。）然而密码是在一个未完成的、开放

的世界里再度阐释的一种密码，有更多指向意义的密码 。 因此，这种新的诚实的图

像信息不仅因其不足而未被完成，当然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而且，它往往还是由

于承载了一个开放的、未达目标的且只是停留在可能性阶段的视野而未被完成 。

如果我们愿意听一听这种艺术家是如何自我理解的，那我就引用一下俄裔美国雕

塑家加博CD在《超越机械时代之外有何路径 》中所说的话来结束我的演讲 ： “如果这

种艺术能够幸存得更久的话，或者说，如果这种艺术在将来的年代达到这样的地

步，也就是被认为像古代艺术对其时代而言那样重要，那么，只有在未来艺术家能

够通过他的媒介，去表达一种新的意象的时候，也就是要么通过绘画，要么通过雕

塑，表达出当下的知解力所试图创造的东西 ．表达出宇宙生命中所接受的意象，那

么前面所说的才可能实现 。”或者，我们引用一下弗朗茨 · 马克更为简单的说法：

＂绘画是我们在另一个地方的浮现 。 ”他的这个说法是乌托邦意义上对意象的出离

和出离意象的专注 。

CD 加博(Naurn Gaba, 1 89( ）— 1 977) ，结构主义雕塑家 ． 同时也是画家、建筑师、设计师。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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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阿多诺著 李天译高建平校臼

阿多诺(Theodor W . Adorno, 1903~ 1 969) ，德国

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著名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

表人物 。 美学和艺术方面的著述有 《 新音乐哲学 》

(1944) 、 《棱镜》 (1955) 、 《 文学笔记 》 (2 卷， 1958 、 1961) 、

《 美学理论》(1970) 等。

不同艺术门类的关系是艺术理论的传统命题 。 不

同于常见的论述，阿多诺以独特的视角进入这个问题，

其焦点不是分析音乐和绘画之间的差异性，而是着重讨论两者之间的融会贯

通，他所用的关键词是所谓“会聚“(converge) ，简单地说，就是合二为一，或殊

连同归 。 这里，阿多诺重视的不是不同艺术之间表面的差异，而是它们内在的

一致性或统一性 。 他从音乐的时间转化为空间，绘画的空间转化为时间入手，

进入两种艺术内在的张力分析，再转向书写及符号的相关性的解析，最终揭示

了音乐和绘画之间内在的一致性 。 其实，这种内在的一致性不仅反映在音乐

和绘画之间，也存在于其他艺术之中 。 阿多诺的这篇文章意在揭桨艺术本质

上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在现代艺术中已经瓦解，本书泽德迈耶尔和格林伯

格的文章，就是对现代艺术的彼此分立趋势的分析 。 阿多诺在庄意到现代主

义艺木这一发展趋向的同时 ，反其道而行之，他十分强调各门艺术内在的统一

·X. 这篇文章第一次出现在题为（（致丹尼尔－ 亨 利 · 卡恩韦勒 》 ( Pour Daniel- H enry Ka hnweiler 

[ Stuttgart, 1 965 J, pp. 33一42) 的纪念文集中 。 收人 《 阿多诺全集 》 ( Gesammelte Schriften 

[ Frankfurt, 1 978])第 16 卷 。 英译注

＊＊李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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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注各门艺术之间的转化与包容，这体现了他的艺木现代性理论中对某种

美学传统理念的坚守 。

怀着深厚的敬意和友谊，谨将此文献给丹尼尔 －亨利·卡恩韦勒的 80 岁

生日 。 CD

音乐是一门时间艺术，它在时间中展开自身，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 。 从双重意

义上来说，这种不证自明意味着对音乐来说时间并非是不证自明的，音乐将时间作

为自身的问题 。 音乐必须在它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创造时间关系，证明这种关系，并

通过时间来综合各部分 。 从另一方面来说，音乐自身必须因时而动，而不是在其中

失去自身；它必须将自身隔绝在空洞的洪流之外 。 世俗音乐的古老目的，即提供摆

脱无聊的消遣的目的，证明了这一点，即在与自律音乐的时间关系之中存在着这样

一个事实，这种自律音乐将自身与时间绑定的同时，又反过来使自身与时间分离 。

在这里，正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时间艺术 (Zei th kunst) 相当千时间的对象化。 这种

情况适用于单个事件即音乐性内容，是就这样一种程度而言的：它们通过序列的组

织融合进一个语境之中，而不是如事件过去一样使自己消解；它也适用于时间维度

本身，它的潜在目的是，依据其内容整一的力量，实现其自身的超越，这就像真正的

贝多芬交响乐的某些乐章，其实际效果就像是一瞬间发生的一样 。 如果时间是媒

介，那么，它在流动时似乎会抗拒任何的具体化，然而音乐的时间性恰好是这样一

个层面，即通过它，时间实际上凝固成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 可以说是一个客

体、一件事物 。 因此，人们所说的音乐形式指的就是它的时间顺序 。 ”形式”这个术

语的命名，将音乐的时间性表述付诸它的空间化的理想 。

同样的清况也存在于绘画这一空间艺术 ( Raumkunst ) 之中 。 它作为对空间的

重组，意味着空间的动态化和否定 。 它的理念是通过超越而接近时间 。 在那些看

上去最成功的图画里，绝对的共时就好像是流动的时间屏住了呼吸，这正是它区别

＠ 卡恩韦勒 (Daniel- Henry Kahnweiler, 1884- l 979 ) ，德国出生的法国艺术史家和收藏家 。 他是立体主

义艺术家们的重要支持者．支持的艺术家包括毕加索和巴拉克。 卡恩韦勒自称为新康德主义者，曾用

德文和法文撰写评论以及一些关于立体主义的重要文章。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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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雕塑之所在 。 将绘画史看成是等同千动态化的成长，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讲述

同一件事而已 。 在矛盾中，诸艺术门类融为一体了 。

然而，通过逐渐变得更加相似，通过虚假的变形，并不能做到这一点 。 ＂绘画”

的音乐几乎总是会丧失掉自身的时间结构，放弃那种仅仅靠它自身采取一种形式

以接近空间的综合原则，并且，像未来主义者所渴望以及许多抽象画家通过旋转的

图形所试图表达的，仿佛是在捕捉处千时间之中的事件，其实不过是在时间的幻象

里自我消耗而已，而这种时间性在画作的表面关系中或者是画作内容表现中消朱

之时，却无可比拟地突出表现在图画之中。一旦一种艺术模仿另一种艺术，它就会

由于放弃了自己材料的限制而加大与这种艺术的距离，并且陷入到一种各门艺术

的一般性的非辩证的连续体的模糊概念中，成为折中主义 。 布索尼。给里尔克0的

献词《致文字的音乐家》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恭维 ： 它恰恰异常精确地识别出后者诗

歌中的缺陷和胡言乱语，在有关文字的意义上，它让事情变得过于简单 。 只有在每

一门艺术都纯粹地追求它内在的原理，艺术才能会聚 。

在音乐中，即使在拒绝了瓦格纳和新浪漫主义的统觉原理，即“我听见了光”之

后，在反瓦格纳主义的倾向中，依然持续其朝向绘画的运动：这是它潜在力量的证

明 。 朝向绘画的拟形 (pseudomorphosis)是斯特拉文斯基码的重要概念之一，硝生当

时法国绘画的巨大阴影中成熟的德彪西＠也延续了这一方向，这种拟形现在应该被

理解为会聚过程的一个阶段 。 就此而言，它服从了它所反抗的浪漫主义原则，即以

一种纯粹虚构的态度追求时间的空间化，不加考虑地对待时间，仿佛它就是空间一

样，从而具有魔术师表演才有的不一致性 。 这也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典雅美学家们

的教导 。 当今的转向将这种倾向从“仿佛”中解放出来 。 它被导向不仅是单个艺术

门类所能达到的，取其实际字面意义上的融合的极限，而且是作为与现实相对的整

个艺术的极限 。 时间并非是空间化为几何式的并置，而恰恰是作为时间，从头到尾

作为一个整体被计划、安排和组织，仿佛是在视觉平面一样。与在大型的作品里，

0 布索尼 (Busoni Ferruccio Benvenuto, 1866一 1 924) ． 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 。 译注

＠ 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 1875一1926) ，奥地利诗人 。 一译注。

＠ 斯特拉文斯基<Igor Fyodorovich Stravin 、ky, 1882-1971) ，俄国作曲家。一一译注

＠ 参见 Theodor W. Adorno, Phil小ophie der nme11 Musik (Frankfurt, 1958), p. 176。亦参见

GesammelteSchriften, vol 12, p.174 。 英文译名是 Philosophy of N四 Music (London, 1973) ，由

Anne G. Mitchell 与 Wesl ey V. Blomster 译 。 英译注

＠ 德彪西(Achille-Claude Debussy 、 1862—1918) ，法国作曲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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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卡通中一样的安排相同，在小型的作品中也同样有这种绘画式的安排 。 它在电

子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在那些多少利用传统方法产生声音的音乐领域也可以

看到。作曲家操控单个音调就像画家操控单个色阶一样，尽管作为一种规则，音调

像绘画中的点划一样不会相互分离，而会层层累积，但是，它们仍几乎是作品整体

性的代表。 总体计划的整合与音调分化相呼应 。 构造的单位被归结为这些音调的

相互关系 。 这种音乐的完形 (Gestalt)是完全由齐唱构成，就像当今人们说的那样，

是由“块“(blocks)组成的 。 线性概念没有被应用千此，也不知真正的复调音乐，取

而代之的是，声音以其同时性，利用包括早期斯特拉文斯基在内的一些发现，在其

自身中形成了细微的差异和区分 。 包括勋伯格、 CD贝尔格心韦伯恩©等传统音乐中

的东西特别应用到时间维度一展开和主旋律转换的全部艺术一一变得与作曲家

无关，充其量只是在新获得的延续性的意义上，音调的过渡保持了这种艺术的一些

东西 。 就这些特征而言，最近的音乐制作如此一致 ，以至于人们禁不住要去怀疑某

种外在的强制力，尽管他们不可避免地听到某种贫乏，大量音乐元素的枯萎，以及

受到一些浮夸的音乐操纵。 总的说来，在最近的发展中，一种极端的区分措施与手

段使用的成熟，与一种原始主义携起手来，这种原始主义是对所有已取得成果的遗

忘 。 那种在音乐史上一个维度的发展通常以其他维度的失败为代价的说法，已经

失效了 。 历史所超越的恰恰是这种特殊性，从而准备开始对所有元素进行深刻的、

全面的发展。很难相信，这会被放弃，否则，整体构成的思想将真正融化解体。音

乐与绘画会聚也会有显得极其幼稚的可能，至少在音乐中是如此；仅仅在其反思自

身，即所谓的作为衰败的表达并将之展现出来的时候，才能避开这种因素 。

当时间自身作为媒介，完全转化为一种材料， 当在时间中发生的事物化约为音

调的材料之时，也就为空间化铺平了道路：作为绝对材料的空间 。 但是，依照梅西

昂＠的公式，最困难之处，最新发展的真正顶点，应该在这样一个事实里寻找，即不

能强令时间等同于空间，任何在时间的组合中形成的东西都不是同时性的，而是前

(D 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1874一195 1 ) ，奥地利作曲家 。 译注

＠ 贝尔格 (Alban Maria Johannes Berg, 1885- 1 935) ，奥地利作曲家 ． 一译注

＠ 韦伯恩(Anton von Webern , 1 883— 1945 ) ，奥地利作曲家 。 译注

＠ 梅西昂 (Oli vier Messiaen, 1908—1992 ) 著名法国作曲家和管风琴家。早期作品有《被遗忘的奉献仪

式》 ( 1 93 1 ) 和《救世主的诞生 》( 1 938)等．最重要的作品为《图朗加里拉交响曲 》 ( 1 948) ，著有 （（我的音乐

语言的技巧 》 ( 1944)一书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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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相继的，这一点不证自明 。 与康德的观点不同，时间的构成总是指涉时间中的事

物，绝不是一个独立而纯粹的而“无时间性”的形式 。 黑格尔甚至在美学的核心观

念上也坚持他对同一性中的非同一性的洞见。如果音乐空间化的倾向要找到为自

己辩护的合适理由，以抵御那种坚持感官的人类学本性不变的陈见，即眼睛生来就

是眼睛，耳朵就是耳朵，同时必须以一种对同一性不满的态度，承认“他者”。从构

造上说，这似乎意味着音乐不仅要由上而下地，经由其构造来进行组织，而且要由

下而上，从个体在时间中的冲动来进行组织 。 这才是音乐中主体的真实参与，就像

一个客观地属于它的决定一样。

在一幅图画中，每一事物都是同时发生的。它的综合性在于把在空间中相邻

的事物放在一道，并且将同时性的形式规则转变成画图中各元素具体统一的结构。

然而这个内在于事物自身，并且绝不仅仅只属于它的生产方式的过程，本质上是一

种张力。如果缺乏了这些，如果绘画里各元素不设法彼此脱离，相互矛盾，那么所

存在的仅仅是前艺术的共存｀而非综合 。 然而，张力绝不能被构想成是没有时间因

素的 。 因此，时间是内在于绘画的，这不同于花在绘画生产上的时间。就此而言，

绘画中客体化和张力的平衡中有着积淀的时间 。 康德在论图式化的章节里，观察

到即使是纯粹的思维活动也要以时间序列的跨越，而不仅仅只是其经验的实现为

其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 。 一幅图画越是明显地呈现它自身，就有越多的时间积淀

在它内部 。

如果人们想要去阐明音乐与空间之间的同等的构造性关系，甚至没必要去考

虑这个事实 ： 音乐发生在空间里，作为结果， 空间关系就被包含在音乐现象自身

里 这对许多当代作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 只要想一想 ，记谱活动对于艺术音

乐来说具有本质性的而非偶然性的意义，那就足够了 。 没有（乐谱的）书写，就没有

高度组织化的音乐， 即兴创作同谱好曲的音乐 ( mus ica composita) 之间的历史性区

分，在性质上与松散随意同音乐的清晰表述之间的区分是一致的 。 如果没有同它

的可见标识之间质的关系，音乐既不能拥有也不能构造出持续性，这种关系清楚

地表明空间作为音乐客体化的一个条件 。 从圣 · 马可的二部唱诗班。到施托克豪

CD 圣 · 马可的二部唱诗班 ( the double choirs of San Marco ) ： 二部或多部唱诗班．是欧洲 16 世纪时特别

兴盛的一种合唱形式，将唱诗班分成两组甚至多组来表演 ，有时作曲家在作曲时就对唱诗班的分组做

出规定 。 这里提到圣 · 马可 ． 指威尼斯的圣 · 马可大教堂，可能是那座教堂的合唱给作者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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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应作曲过程不断证明了这一点 。 但是，即使是在音乐忘记了它的空间性一面时，

也并不放弃它 。 用纯粹音乐术语来说，布鲁克纳©的管弦乐如果缺乏了那种无所不

包的，拱悬在听众之上的音调森林的元素，就什么也不是了 。 并且，图型的再现绝

不仅仅只是音乐的一种符号，而是在某些方面与音乐相似，就像纽姆符记谱法曾经

做的那样卢 另一方面，绘画那直到很晚才消除，但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全确定的

顽固的客体关联性，必须与时间联系起来加以思考。绘画中那些从经验世界里换

位过来的孤立元素，同经验世界一样是时间性的 。 它们更多是将时间带入了图画

之中，而非仅仅是使时间与图画关联，因此也就是这与纯粹绘画性原则相对立的时

间要素，帮助激发了绘画的力量。绘画的空间性尽管看上去是先天存在的，并非仅

限于此，而同时往往也是结果； 绘画里的绝对空 间是一个瞬时差分 (temporal

d计ferential ) ，这一刻，那些在时间性上不同的元素集中起来 。 没有什么可以离开时

间同时发生 。 如果在现在，像“书写“(ecrtiture) 这个术语所表示的那样，绘画接近

书写 ，这意味着像存在千当代艺术背后的那种绘画潜在的时间性通过它得到显示，

也许正是因为绘画不再等同于它 。 它把绝对无时间性的幻象与其他幻象一道放弃

了 。 书写作为一种时间性的图像，是无时间性的 。 当它固定时间性之时，也通过预

先规定的阅读行动把自己转换成时间 。 可以肯定，“艺术语言在与符号理论最为深

奥的关系中才能被理解“心 在远远超越了细枝末节之后而对一幅画做充分的观

赏，已经可以证明这样的事实， 即使是那具有绝对空间性的挂在墙上的东西 ， 也只

能在时间连续性里被感知 。 在一幅画前站定以后所做的恰当的观赏，从观念上

( idealiter) 唤醒隐含在内的时间 。 非专业的评论认为人在全神贯注地盯着比如鲁

本斯的一幅画之时，画中的裸体变得鲜活起来，所包含的意思不仅仅是人们觉得所

画的裸女是鲜活的。一般说来不是如此，特别是重要绘画，就更不是如此 。 变得鲜

活的只是画本身，是画上的东西，而不是被画出的东西 。

0 施托克豪森 ( Karlheinz Stockhau沺en, 1928一2007) ，德国作曲家．他所作的电子音乐和序列音乐 ，以及

他关千音乐理论的论述．对 20 世纪 50 年代至如年代末的先锋派作曲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
译注

＠ 布鲁克纳 (Anton Bruckner. 1 824一 1 8%) ，奥地利作曲家。一译注

＠ 纽姆符(Neum) 、欧洲中世纪的一种记谱法．用于宗教礼拜仪式的圣咏和一些世俗音乐 。 最初的纽姆

符没有谱表 ，依赖手势来表示 ． 11 世纪后 ， 开始有四线谱表。 这些记谱法是现代五线谱记谱法的前

身 。 译注

© Walter Benjamin , Schrifte-n(Fran kfurt , 1955) . vol 2 , p.418.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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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音乐和绘画不通过增强相似度而会聚，它们就会在第三个维度会面：两者

都是语言 。 “存在着雕塑、绘画、诗歌的语言，诗歌语言——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

是部分 根植于人们的命名语言 ( naming language) 中，所以很容易想象雕塑或

者绘画语言会以比如说某种对象语言 (object language ) 为基础，在它们之中 ，我们

发现的是关于事物的语言向一个无限更高语言的转化，但毕竟，这种语言仍从属于

我们这个星球 。 在这里，我们必须与这些来自物质的无名无声的语言打交道；必须

在它们的交流(communication) 中思考事物的物质普遍性 。吨）不同媒介的会聚由千

它们作为语言的特征的出现而变得明显起来 。 但是，就其要讲述的故事而言，这与

语言手势或言说行为，与音乐或绘画是相对的 。 绘画与音乐通过构造的方式，而不

是自我表现的行为来言说 。 它们言说得越清楚，它们自身的构造就越深刻而彻底，

并且这种本质形式的外形心就是它们的书写 。 在各自情况下，有理由做出这样的

认定，是由于特性的标记，是内在特性，而不是和作品情况无关的外在东西的传达 。

随着传达的减少，与语言的相似度在增长 。 通过艺术品的创造而背离意向，”使事

物为我们所知，而非它们所是＇＼赋予了作品符号性的特征 。 它通过自身与它所表

示的一切分离而成为一个符号 。 绘画和音乐中的书写不能是直接书写，只能是编

码的书写，否则它仅仅只是模仿 。 所以书写具有一种历史性特征，它是现代的 。 画

中之物的力量以一种惊人的表现而被释放出来，人们的注意力从客体关联性那里

移开，开始受抽象的冲动影响。在音乐里，这种情况由极力收缩一切模仿性契机

( moment)而引起，不仅仅收缩它的程式性描述元素，而且也收缩它的传统的表现

性，这种表现性要求在所表达的东西和能指之间有固定的惯例 (conventions) 。 显

而易见的事实是，音乐和绘画的关系越紧密，它们就越彻底地通过他们感知为抽象

的东西而疏离自然人的感觉 。 音乐和绘画通过放弃可传达而变成书写，而无论在

音乐还是绘画里，正是这种可传达性因素才是非语言性，因为它只是表示主观的渴

望 。 然而，在两种媒介里，被正当地当作抽象的东西依赖的是建构原则。只要是后

者在作品中起决定作用，它就不允许作品像一个符号一样，传达任何东西 。 建构原

则要在作品上打上书写的印记，而这种书写来自于作品自身的语言，它可以是绘

CD Walter Benjamin 、 Schrifte11 , vol 2. p. 418. 一—英译注

(Z) Durchgebildetsein ，这个术语类似 Durchgeformt es ．亦可被译成“本质构成“，指将形式作为材料复杂转

变过程所产生的结果 。 英译注

130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论音乐与绘画间的几重关系

画，也可以是音乐 。

同时，我们不能仅仅在建构原则中寻找绘画与音乐的会聚，相反，我们要在两

极化之中去寻找，即在绘画中和在音乐中一样，出现在两个要素之间，它在传统艺

术中结为一种虚幻的综合体 。 这种两极化一方面指向建构性元素，在绘画中去除

了熟悉的对象，在音乐中去除了熟悉的风格；另一方面指向改变了的表现性完形 。

像无调性音乐沉沺千自身冲动一样，非客体绘画与纯粹表现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

作为一个能指独立于它和想表达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之外，还独立于和自我等同的

表意性主体的同类关系之外 。 上述的这种紧密联系表现为符号和所指之间的分

裂。在绘画和音乐中 ，不再是过去综合着的我在以这种方式探求表现(expression),

仿佛在这种完形之中掌控着材料和它自身 。 两种艺术都变成了非主观语言的图

式 。 但由千后者被遮掩，不是立即出现并可能，它所具有的那种不连贯而晦涩难解

的特征，仍然在绘画性书写的起源中，由千保罗·克利，它至今仍具有魅力。如果

绘画或音乐完全缺乏表现性元素，即一个表现的元素之中没有表现出具体的东西，

这件作品就不再指向着那不是它自己的现象的东西，也不意指那不能隐藏在符号

单位里的东西，无论在其内或者其外 。 那么，它作为书写的特征就丧失了 。 就像今

天的无数作品一样，这件作品会退化到前艺术的状态，它不再进发出火花来。火花

的进发也许是对于将作品的性质被理解为书写，以及绘画与音乐的汇聚的最能为

人们所接受的近似表述 。

将这种书写的特征说成是地震测量，也许不太离谱。它由大灾难中的遥远的，

同样也有预兆的战栗所引起 。 在对它的回应中，艺术受到了震惊，这些对震惊反应

的痕迹留存在作品里，成为了图像化特征 。 正像这些对不自觉的活动留下的地震

记录一样，它们标志着早期模拟行为的进入，这种行为先于所有客体化的艺术而存

在，也先于所有艺术的客体化的秘密梦想 。 在人们脸红或者起了鸡皮疤疼这样的

生理反应中，可以觉察到一些难以捉摸的回应，这种回应保留并持续存在于雕像

里，不必屈服于流行符号表面上的客观合理性 。 经历了艺术的长期发展过程，这种

合理性在将自身与模拟性元素融合的同时，也使自身被扭曲，因为它不能和他者完

全协调 。 表现越是以惯例的形式被美学的符号体系所限制，艺术的模仿的一面就

越是被严重地扭曲 。 媚俗之作不是别的，正是由于物化 (re山cation)导致的错误的

模仿 。 然而， 即使向未扭曲的模拟瞬间的回归，也受到艺术进步中的理性元素的制

约 ： 它对材料的处置力，正接近绝对界限 。 只要艺术的材料和它们的具体化形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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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异质性，相互对立和疏离，艺术就不可能纯粹地投入到模拟冲动里 。 在书写里，

这是第一次自由地这样做，借助对自然材料的完全统治，理性成为充分发展了的艺

术之非理性的内在条件 。 这是理性的先进之处和它逐渐过时之处会聚的开始 。

传统已经提供了大损这种会聚的线索 。 例如，要没有准光学术语“音色”(tone

color) ， 音乐理论简直没法运作 。 你找不到别的术语来取代它 。 人们似乎觉得音乐

好像只在最近才开始关注色彩维度，而绘画已经深入到了音乐构成的最深处．至少

从人们开始要求音乐的各维度统一化，因而各自清晰地表达自身的那个时候开始。

顺便说，音色可谓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对它的思考和处理 ， 是对音乐连续性认知的

一个方面，正是这种认知第一次揭示出了很多的事物．其中包括最小的光学单位 。

随后，类似的发展似乎也发生在绘画中 ，康定斯基＠可能是第一个在画作中讨论声

音的人 。 然而似乎正是这个例子印证出在这两个领域中划等号是多么不合适。

“音色”有些说服力，然而“画调 “ ( pictu re tone ) 则回到了一种艺术与工艺结合体的

现代主义，有点像人们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所写的“色调音乐”(color tone music) 。 这

种名称的游戏使那些相信会聚的内在性的人尤其敏感。这些游戏使人们以更觉清

晰的形式回想起他们所熟悉的 19 世纪中叶特里斯坦©和波德莱尔割的艺术所具有

的通感。＠ 通感的缺点是它的非客观性，路斯的判词正好可用千此巠 发明通感原

理的人要说两遍，一遍是将不同的媒介联系在一起，然后，又利用它们已经说过一

遍的现象之间各种可疑的类比；这就像闯入了弦乐四重奏的独奏小号，发出了比四

弦乐更响的声音 。 音乐和绘画的会聚与上述同义反复正好相反，它发生在言说方

式而不是言说内容上 。 尽管如此，像许多其他的伪实验那样 ， 多余而祸狭的＂色调

音乐“．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证实了一个真正的新经验 。 甚至勋伯格那有着无可置疑

的真实性的音色旋律的程序 ( program of klangfarbenme lodie) ，也带着伪造元素的

痕迹。一种媒介同另一种媒介的内在关系，与存在于斯克里亚宾副彴《普罗米修斯 》

Q) 康定斯基(Wassil y Kandin、ky . 1H66— 1 944) 俄国画家。 －~译注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 ． 德国戏剧家瓦格纳所作的音乐剧 。 译注

＠ 波德莱尔(Cha rl es Baudelaire, 1 82 1 —1867) ． 法国诗人 。 译注

＠ 通感(、ynesthcsia) ，一译联觉．是 19 世纪后期心理学的术语，表示不同感觉器官所获得的感觉具有相

通性。 译注

＠ 路斯的判词( Loo、.s verdict) ，阿道夫 · 路斯( Adol f Loos, 1 87()一 1933) ，奥匈帝国建筑师，主张奥地利

版的新艺术，反对维也纳浮华的建筑风格，他有一句名言、即“装饰是罪恶＂ ， 译注

© 斯克里亚宾(A lexande r Scriabin , 1872— 1 9 15 ) 、俄国作曲 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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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格中的折中主义的结合之间的边界，与以前的青年风格 C jugends till ) 同表现主

义之间的边界，具有同样的走向 。 在媒介自身证明它之前，瓦格纳＠的总体艺术品

(Gesamtkunstwerk ) 和它的衍生物在媒介本身允许它出现之前， 只有抽象的乌托邦

的会聚之梦。它失败的原因是将媒介混合在一起，而不是通过自 身的极端化而从

一个媒介过渡到另一个媒介 。

困难的根源在于，会聚并非仅仅位于程序、张力和语言元素之中（虽然无可否

认，它只能在它们之中得到实现），材料自身也向这方向推进，尽管它们捉弄那些期

望从它们而不是从表达过程中产生会聚的艺术家 。 在音乐中 ，也许是受记谱的影

响，我们不可避免地谈论线条 ， 并带着这样一个有趣的悖论来谈论它 ： 音乐的时间

维度只能作为空间性，即图示化，才能被固定 。 我们也可以涉及体积 (volume ) ，从

客观事实上说，就像它经常出现在空间中那样，音乐也经常具有空间形式的特性 。 ＠

另一方面 ， 在绘画中，如果谈到互补色的话，像和谐、颜色不谐调这样的概念就不仅

仅是譬喻 。 在绘画中，瞬间的张力 只能用音乐性来表述，即时间的表现。 尽管如

此，作为某种由千经验的必要性而发生在空间中的事物，音乐与空间的联系，比起

绘画和时间的联系更令人信服 。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从会聚方面来观察，两种

媒介之间缺乏术语统一 性 。 从决定性的方面来看，即就它们本质的构成

(Durchgeformtes ) 来看，它们之间几乎没有差异 。 它们会聚为某种精神性的东西 。

那种使得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互相对立的界限的确立是出于分类与排序的需要，

人们在古典美学时期特别坚持这界限 。 古典美学要打破那种从属千不同范畴的事

物对统一文化的抗拒，从另一方面说，通过建立一个本身就设立了界限的领域，它

满足了文化对于统一的需要，这个领域的内部划分仅用来确认这个占统治地位的

整一 (One)概念，这种美学的所有术语都从这种“整一”中引导出来 。 单一艺术中的

某些东西经常反叛这个同时既统一又分离的观念 。 就像在莱辛呴叭拉奥孔 》里那

样 ．凭借划分来推断，为什么就可以最清楚地看见那旨在从上层决定艺术作品的尊

严的审美标准 。 这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超越它的个体建构 。 艺术的分野与学院

派经常强加在具体艺术需要之上的那些规范性的陈词滥调合谋 。 如今，学院派为

(l) 瓦格纳 ( Richa rd Wagne r 甸 1 8 1 3— 1 883 ) 德国作曲家 。 译注

＠ 作者在这里使用了 volume 这个词的不同义项·它既指“音扯”·也指“体积"。 ——译注

＠ 莱辛(Gou hold Ephra im l.e对ng . 1 729- 1 781 ) ， 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和批评家。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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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目的也采用心理学思考， 比如通过引用格式塔心理学，其法则假定要排除对

无调性音乐的有意义的统觉，从而沉浸于单子式的艺术作品之中， 以免于一般的惯

例的束缚 。 然而只有当作品置身于它那独一无二的环境时，无调性开始成为可能，

跨越艺术门类界限，从而不再受它的束缚的条件也才存在。 对感觉器官的依赖，就

不再像过去那样，与关于美的不变法则绑定在一起，正像保守主义者们所做的那

样 ．在今天，这样做的代价是尊崇像兴德米特CD那样的保守作曲家而牺牲进步的作

曲家 。 听音乐时，如果只有一个人能够充分地想象被彻底解放的音乐， 听出其中成

分间的连贯是有意义的 ，就已足够反驳感知心理学颁布的禁忌了，何况能这样做的

人已不少了 。 如果这些禁忌通过援引大部分人的平均听觉为自己辩护，也许就无

意识地引入社会性因素，正是这种因素阻止绝大多数人像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部分

人能做到的那样去倾听 。 然而，后者证明，依据不变的人类学法则或者不变的人类

本质，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只能如此·流行的规范行不通 。 那种把大部分人委托

给过时的听觉水准的社会训练从原则上讲必须改变，听觉必须改变 。 某些事物仍

然作为特权出现，弱势者在其他人那里很容易被怀疑为异常，这并非不可能改变，

那些事物应该属于全体人民 。 新近的心理学错误的真正源头在于 ，音乐不再独属

于主观感知而独属于物理学 。 通过这两极在内部的相互协调，音乐获得它的客观

性 。 在绘画中情况也是一样 。 那种已遭到黑格尔致命批判的美学意图，把艺术设

想为为了他者而存在，而不是来源于自身，变得 日益意识形态化，正如艺术工业把

艺术降格为为了某种其他物一样。

即使不是服从千为了某种其他物的规则，艺术也能被充分理解，即为了接受的

主体，固化那可测定物 (determinab le) 和可经验物的差异，固化艺术作品和它们的

听众或观众之间的因果关系 。 由千这个原因，那种将高雅艺术与所谓交往理论放

到一起的尝试，是完全不着边际的，带着许多实践艺术家们的素朴反思，他们试图

制造一个批评的权威，而这恰恰是新艺术所要反叛的东西。后者通过丰富性和清

晰度·换句话说，通过它自身的性质，而不是以艺术展示的适度水平对接受者的适

应，给予接受者应得的收获 。 就像今天所有的基于艺术门类的标准已失效一样，在

0 兴德米特(Paul 1-Iindemith . 1895— 1 963) ．加世纪上半叶德国重要作曲家和著名音乐理论家。 他致力

千使正在衰退的、构成西方音乐基础达三个世纪之久的调性恢复活力，他还推动了适应日常生活场合

的“实用音乐”的发展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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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理论中，很有可能当代美学的标志 ，甚至是初级的标准就是“艺术作品必须符

合限定它范围的最为普遍的概念“这一观点也会受到押击 。 克罗齐在艺术实践达

到该标准之前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 在跨越与拆除艺术的永久边界（甚至复数的

“艺术 ”[ a rts严也已经有了一个过时的圈子 ） · 艺术普适理性化倾向的顶点，是逐步

征服自然的一个方面 。 它把艺术媒介之间质的差异和单一艺术与生俱来的权利降

到无关紧要的地步 。 音乐和绘画会聚的出现，牺牲了两者仅有的天然差别 ．凭借更

为强大的赋形过程，在与各自的质料遭遇之时，将自身显示为同一原理 。

不同媒介在它们自身之分别规定的推动下，通过书写而彼此靠近 。 在卡恩韦

勒的术语里，它们通过“变形”(deformation )变成书写心这种变形，既包括绘画里的

自然主义的内容，也包括（音乐中的）音调 。 书写特征暗含着它们所共有的对差异

的意识，这种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 艺术作品在其闪现时是书写，这种突然性具有时

间性质，正像所造成结果的透明性是一种光觉现象一样 。 作为书写，艺术作品放弃

了自身的物性；在这里不同质的媒介成为一致 。 如果似物的客体和似物的音调两

者都彻底消失了，书写及其所造成的会聚是否还会存在就是个问题了 。 卡恩韦勒

将“变形”作为＂构成主义者”的提法很可能已经等同于一种改变了的反应形式一一

这反应意味着艺术作品自身的物化，无关任何外在的指涉，目的是拯救书写的瞬

间，为了持续地保存它 。 在这两种情况下，建构不再有非常不同的意义 。 建构的方

法开始变得可以度量，事实上，绘画和音乐作为建构而会聚，书写却会随着过程的

推进，如果不是完全消逝的话，也会变得更加神秘 。

被无可争议地接受的审美构造的概念，源自千视觉领域 。 它也许最初从铁构

件那里借过来 。 但是，在哲学中它有了非感性的模型，特别是在谢林©那里，它和审

美构造的概念在他要求异质性材料必须根据自身的性质在自身内部构造是一致

的 。 而谢林所说的这种内在的性质，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里是一种混乱，需要

从外部加入一种秩序 。 自然被看作是主体性的一个方面，它要像艺术理想一样和

它的质料保持一致 。 在技术里，就像在哲学中一样，构造的概念是从数学里借过来

＠ 复数的“艺术”(a rts) ，指从法国人夏尔 · 巴托开始捉出的 Les beaux arts (t he fin e a rt s) 概念．即将诗、

绘画、音乐 、雕塑和舞蹈包括进来的一个艺术的集合体 。 在此基础上 ， 后来的人们建立了现代艺术体

系，对现代美学的形成和现代艺术实践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 一译注

＠ 这个术语见卡恩韦勒的（（ 美学自白 ）） （ C（））／JtSS 1(） 1/ses小如que., [ Pari s . 1 963] )一书第 176 页 。 －—－泽注

＠ 谢林 (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 1775— 1 854) 、德国哲学家 。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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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它旨在将理性秩序引进质料，但却暗自假设这样做的可能性的条件，即使不是

实际的构造原则 自身．也会在质料之中起作用 。 其结果是，促进会聚的构造概念变

得 13 益强大，原因在千各门艺术发现自身更为直接地面对它们所加工的材料本身，

没有对象或格调这样的中介层，即统一体不是通过第三方外来的事物达到 。 构造

概念很晚才进入音乐．不过，由于音乐缺乏具体内容，这种概念实际上却更为自然

融洽 ，但是，由于那尤其在德国非常流行的非理性意识形态，音乐构造的概念遭到

破坏 。

当进步倾向走到极端时，它就被辩证地转化到了古老的那一端，强烈地反对对

自然的统治 。 如果艺术是在统治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的回忆，那么它就不可能以

一种纯粹而完整的方式既满足艺术也满足自然，因此它是不完美的 。 音乐和绘画

的关系不仅仅是手段之间，而且是质料之间的关系，两者总是不可避免地互相协

调，从而涉及到会聚现象 。 在这里我们突然看到，模仿冲动一一关系到艺术源头处

的混沌的成分，没有它们艺术就不可能存在 曾多么强大地去抵抗作为理性秩

序所留下的伤痕的清晰的区分。 今 日，音乐性和戏剧性之间的亲缘性使得我们经

历了古老的未分离的状态 。 在当今艺术的会聚中，在艺术概念应用于艺术体系 (the

arts) ，从而彻底化之时，我们也瞥见了一个比艺术体系更为先进的艺术状况，这种

状况可追溯到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活动领域之前 。 当一些画家滑向三维性之时

（三维性正是非透视主义绘画所摧毁的幻象），他们通过图式与机体之间的急剧增

殖而创造出形式，这正是上述境况的证明 。 其中的混乱与音乐相似并不是偶然的，

最极端的美学进步与退步纠缠在一起。 艺术要成为什么，依赖于它的进步是否保

留了克服退步因素的能量，或者它是否屈从于这样一种野蛮的表述，即胜利同样存

在于对绝对方法或者绝对质料的崇拜之中 。 一个人不可能听不到这样的退步，在

最近的音乐活动的许多产品里，艺术的概念没有被转化为某种更高级的东西，如果

在绘画中也听到相应的情况，音乐家将不会感到吃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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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艺术符号学的儿个问题：

图象一符号的载面与载体 关

［美J夏皮罗著 陆正兰赵毅衡扭 译

迈耶尔 · 夏皮罗 (Meyer Shapiro, 

1904—1 996 ) ，美国艺术史家和艺术理论家 。

夏皮罗出生于立陶宛， 1907 年移居美国，在哥

伦比亚大学荻得博士学位， 1928一1 952 年任

该校艺术史教授 ， 1966-1 967 年任哈佛大学

诺顿讲座教授 。 夏皮罗对西方艺术史尤其是

现代艺术有精深研究，并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用于艺术史研究 。 著有《词语和

图像 》《 梵高 》《 塞尚 》《 现代艺术： 19 和 20 世纪 》《绘画中的世界观》等 。

这是一篇讨论绘画符号学的专论 。 夏皮罗深入分析了绘画的几种符号形

式，从画所具有的平面、画框、线条，到透视关系、图像与背景等 。 夏皮罗特别

参照现代艺术的发展，尤其是抽象艺木的出现 ，使得这些绘画符号脱离了再现

或写实的传统 ， 因而导致了绘画符号从旧的非模仿因素转换成了新的表现性

因素，进而构成了现代主义绘画中独特的结构形态 。 夏皮罗最终指出了现代

艺术的一个基本观念 ： “世界是一个遵从规则的概念物 ， 其简单的、基本的构成

元素组合在一起，然而其整体又是开放的，无边界的，偶然的 。 ”

＊本文译自 Meyer Shapiro ,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Semioti cs of Visua l A rt : Field and Vehicle m 

Image-Signs," S imiolu.s , Net加rla n小 Quarterly for the H i.,tory of Art 6 ,1 (1972—1973) , pp. 9— 
1 9 。 文首原注 ：此文原是在 1 966 年 9 月波兰卡其米尔兹第二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的发言稿 ｀ 首次刊

登于 Semiotirn 杂志 (1 996 年第 1 期 ） 。 译注

”· 陆正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赵毅衡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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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讨论的是“图象—符号”C image-s ign) 的非模仿成分．以及它们在符号构

成中扮演的角色 。 不太清楚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是任意武断的，在何种程度上承传

了构成形象与感知的自然条件 。 其中的某些成分 ， 与框架一样 ． 是历史地形成的，

形式极其多变 。 虽然它们明显有社会规约性，但不需要学习过程就能被理解，它们

甚至能获得符意学的价值 。

今天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一张纸裁成长方形，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定明显平滑

光洁，利于绘画写字 。 但这个载面 (fie ld ) 与心像 ( men ta l image ) 的本质毫不对应 ，

在那里，视觉记忆的视野，浮现在无边无沿的空间 。 研究史前艺术的学者， 了解矩

形是后世先进的艺术品的载面 ． 要有相当长时间的艺术发展史才得以形成 。 旧石

器时代的岩画画在预先并没有做平的岩面上、岩洞的粗糙墙面上；土岩的不规则表

面 ·透过图像显露出来 。 画家的工作面没有任何边界，而且对工作面基本上没有任

何考虑，他可以在旧画之上画他的野兽， 也不屑把载面擦抹干净，似乎观者不会看

见旧画 。 或许他把绘画的载面，在墙上所占的地方，看作应当不断作画的地方，这

可能是仪式与惯例，就像一年年在同一个地方，在旧有余灰上生火一样。 他对作画

地方的看法 ， 与后世艺术家不同：他并不认为他画的图像，必须与背景形成对照 。

图像的载面必须事先做平，是人类后来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工具

发展的结果 ，与陶器制造和建筑木结构樵接大致同时，可能与艺术品逐渐成为符号

承载体有关。发明性想象把这平面视为有价值的载面，渐渐把图画与文字作于光

滑且对称的载面上 。 载面具有相应的规则方向，相应的空间展开及集合，使相邻的

部分装饰上协同，以与对象的形象一致 。 预制过的图画载面封闭平滑，经常用特殊

的颜色表示背景 ． 图像就得到了它自身的确切空间，这与史前的壁画及浮雕完全不

同 。 史前画不得不与背景”类噪音”的意外和不规则竞争 ，背景并不比图像符号“沉

默＂，甚至可入侵画面 。 而新出的平滑与封闭载面使背景变得透明，才能使画面成

功地表现三维空间 。

用这种背景新概念 ， 我认为再现的艺术构筑了一个载面，表面有独特的平面

（或整齐的曲面），有明确的边界，使艺术品有个光滑的边际 。 下横线支持界面，把

图形互相连接 ．并且将表面分成若干平行带，从而使画面的轴心更坚实地成为图像

平衡与运动的坐标 。

我们至今不太明白这种图像载面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学者也不太注意这个改

变了艺术的根本性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的图像活动之基础，甚至摄影、电影与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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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屏幕都是如此 。 审视儿童绘画 ．可以看到最原始的图像制作方式 。 儿童作画时，

忘记了是画在平滑整齐的纸面上，用色也五彩杂陈，这是人类文化久远的遗产 。 就

像儿童言语，在最初的牙牙学语之后，才开始有了比较成形的语音体学和句法 。 儿

童很快就在某些重要方面适应了人为的矩形载面：与他们见到过的图画那样把背

景填满，他们对颜色的选择则预示了成人在长期的再现经验中获得的用色法 。 动

物园中猿猴类了不起的图画，也必须以同样方式来考察，是我们把纸和颜料放在猿

猴手里，诱导出此种令人惊奇的结果 。 就像马戏团的猴子骑自行车或表演其他节

目，其设备属于我们的文明 。 无疑，猴子的艺术活动表现了他们本性中潜藏的冲动

与反应能力，正如它们在轮子上的平衡能力，有可能是本能的，实际上却是驯养的

结果，驯养就是文化影响 。 文明社会在动物身上的实验，与教儿意说话或从事社群

的其他习惯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种实验很相似 。

我们所知的最古老的的图像载面一未加工无边界一一并非已成过去的遗

迹 。 即便我们很自然地认为光滑有边的图像背景是清晰理解之必须，我们也必须

看到原始的背景处理法在后来的文明中，包括我们当今的文明中依然存在 。 埃及

的赫里拉科波利斯 ( Hierakonpolis, 35008 . C. ）其图画分组散乱而无边界 ， 令入想起

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原始部落至今在未加工的无边框的表面上刻写或作画。在这

方面，罗马建筑墙面上自发的涂抹画，与今日街头的涂鸦没有区别 。 与今日 一样｀

他们不顾强加的载面，甚至径自盖上已有的图案，并不把先前的图像当作珍贵的物

品给予尊重 。 在中国，绘画是一项高雅的艺术，但拥有者却毫不犹豫地在一幅神圣

的没有图画背景的山水画上，盖上自己鲜亮的印章．图画的背景不被当作符号的一

部分，图像与背景也并不构成不可分的整体 。 鉴赏家赞美地看着艺术品 ，可以不把

空白背景和边缘看作绘画的一部分，就像书的读者把行间与边缘看作可以写注记

的地方 。 很清楚，整体取决于观看的习惯，而这习惯可以变化。一个中国画家对笔

触的细微与其在画中的位置十分敏感，却对写在画上的字却无动于衷 。 他并不把

这些字看作图画的部分 ．就像我们并不把画家在角落的签名看作图画的一部分，这

些字与图画表现空间前景中的对象不同 。 在亚述艺术中．已经有加工有框平面 ． 但

国王与神的身体上有时刻着字 。

反过来，动机可能不同，当今的画家有时在纸面或帆布面上保留起草时留下的

线条或色彩 。 他们承认至少某些起草或加工过程中的痕迹是持久整合的图像之一

部分，这些痕迹是绘画过程中珍贵的记号 。 我们可以理解这与史前人让新图画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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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旧图画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达到相似的视觉效果 。 我

毫不怀疑现代实践让我们看到史前艺术，这是一种美妙的集体羊皮纸书写 。 CD

从文艺复兴开始的现代艺术，一方面强调画面的严格整体性－这种整体性

包括形象之间的互动及背景的保留一~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多有意制作的素描片

断，以及未完成的作品，其为人珍视的品质正在其未完成状态，我们甚至无视它们

是周围空间载面上一个很小的部分 。

很可能对史前画家来说，未加工的面有一种正面意义，但这种想法只是假定 。

我们无法假定画家把岩面或洞壁的原始未加工状态，看成正是他的图画背景所需 。

现代画家米罗 ＠可能了解他挚爱的家乡加泰罗尼亚的古代岩画，他对不规则岩面非

常感兴趣，用此作为背景直接画上他符号般的抽象形式 。 还有些画家在卵石上 ． 在

随意取来的自然物或入工物碎片上作画，目的就是要使用底面的不平整，让物的表

面特征作为整体魅力的一部分 。 但我倾向千认为，史前图画的表面是中性的，是图

像不确定的承载物 。

我们想当然的图像的基础特点，除了预制底面，还有整齐边框。一般人没有意

识到画框到多晚才发明出来 。 在这之前矩形载面分割成条，水平线作为底面连接

并支待每个画面的垂直边缘 。 很明显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之末，那时还没有人想

到用连续的边框在每个图像周围隔出一个画框，做出一个城墙那样的同质的围套 。

当被围起来的图画带上透视，画框就把图画表面变深，促使景象有了纵探度，就像

窗框让人见到玻璃后面的景色 。 画框是观者与图像之间的一个定位与聚焦装置，

但是画框也能进入图像的成形，不仅因为其固定性造成对比，尤其在建筑与雕塑之

间形成对照，而且，在现代风格中，把前景的对象奇特地隔断，让观者觉得景象似乎

可以封闭地把对象切开 。 画框看起来好像跨越了一个延展到画面四周之外的再现

的场域，德加©与劳特累克＠是这种绘画的天才大师 。

另一个相关的现代实践，是矩形图画剪去框边，这帮助我们认识到画框的另一

个重要角色 。 此种剪边，在今日书的照相插图中最为多见，哪怕主要对象居中，依

0 羊皮纸书写 ( palimpsest) ， 中古僧人用羊皮纸书写 ， 羊皮太贵重 ．所以写者往往刮擦别人写过的羊皮

纸，然后再写一层。

＠ 米罗 (( J oan Miro, 1 893一 1 983) ，西班牙画家 。 译注

＠ 德加 (Edgar Degas , 1834— 1 9 17 ) . 法国画家。一一译注

＠ 劳特累克 (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1 864— 1901 ) ，法国画家。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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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使图像呈现局部性、断片性、偶然性 。 画面似乎是武断地从大的整体中隔离出

来，塞进我们的视野 。 无框的画似乎是偶然的一瞥｀不是为凝视而存在 。 与之正成

对比，带框的图画，在形式上把自身作为一个世界呈现给观者 。

近年来，美术作品经常不加框悬挂 。 无框的现代美术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解释

了古代艺术中画框的作用 。 当绘画不再再现有深度的空间 ．更关注非模仿的表现

性形式特征，而不太关心其符号复杂性，画框就可以不用 。 当画面退出原先被框起

来的空间，画布就作为自身从墙上凸现出来，上面有可触摸的表面，无论是抽象主

题还是再现，图画的内容是平面主导，显示以笔触线条或色块形式的高度任意性为

主的画家的活动 。 画布不加框，虽然符合现代艺术的这种追求，却也并没有变成新

艺术的通用展出方式 。 不过现在图画常用的木质与金属条框，不再像过去的繁复

雕花的木框那样加强图画中的模仿空间，没有加强深度的效果，也不再以锁金表示

其中的画之珍贵。它们只是不显眼地与画布的平面取平，以其朴实来凸现艺术实

践的坦诚品格 。 不用画框，图画看起来是画家作品更加完整而谨慎的呈现 。 可比

拟无框图画的是现代雕塑之无基座，它可以悬空挂起，或直接置于地面 。

我们把画框看作是从周围平面隔出再现面的正常手段，这观点并不适用于所

有画框 。 某些绘画与浮雕跨出画框，似乎画框是背景的一部分，真实地存在千形象

背景的被模拟出来的空间中：此时画框属千图画的虚拟空间，而不是其物质表面，

画框被自然化为图画空间的一部分，而不是观者空间或载体空间的一部分。在中

世纪这种跨越画框的画是常见的，在古典时期已经有先例 。 此时画框看起来不像

是周边，而像是图画环境，跨越画框可以加强形象的运动感 。 我们可以由此理解其

反向设置：画框放过来弯曲，朝画内翻，压迫或卷入形象（参见苏亚克[Soui ll a]画的

装饰壁入群形象[Echternach Gospels] ，巴黎国家图书馆拉丁手稿第 9389 号） 。

除了这些艺术中的框—面关系的变体．还必须提出另一个例子，同样很有趣 ：

有时画框形状不规则，跟着形象变化 。 此时画框就不再是预设的图像载体或背景，

而是附加的特点，随图像内容而变。图像先行，框随后包图图像，画框作为符号的

坚实形状，而不是衬托出一个图像置于其中的背景，就像上面提到的跨框图像，在

这里，图像强加于画框的符号独立性和能量，被迂回地强调出来 。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严格包闱的矩形画框看起来很自然，满足

了从眼界中清晰地隔出图像的需要｀这也只是需要画框的可能用途之一。 画框形

式可以多样，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也依然能满足某种需要 。 所有这些类型，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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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化与表达的需要都是可理解的，但没有一种类型是必然的或普遍的 。 某些方

式似乎是再现内在的不变的预设条件，而这些多变显示了艺术家可以任意构筑有

效的变体 。

让我们回到底面(ground )作为载面的品质上 。 虽然我用了“中性”这个词来描

述未加工的平面，应当说图像周即没有画的空载面，并非没有表达效果，即使在最

随意的无边界再现中都是如此 。 可以想象在田野中的一块狭窄的石头上画出的人

像，其边界逼仄，使人像的身体离边界很近 。 再想象同一幅画，画在宽的不规则平

面上 。 在前一例中人像会显得较长，在后一例中人像站在一个空间中，有运动自

由，暗示着这身体潜在的活动 。 这人像周围的空间，不可避免被看成不仅是格式塔

心理学所说的背景，实际上也属于身体形象的一部分，并给予它一定的品质 。 对于

审美的眼光来说，身体或其他任何对象，看来吸纳了其周围的空间作为其存在的载

面 。 身体的图像一符号周围的空面参与图像，在一组人像中更为明显，此时身体之

间的空档变成了一种节律，决定了他们之间的亲密、侵犯或孤立关系，这与真实空

间中的人之间的距离相似 。

载面的这种表达潜力在印刷或画出的字符中也显现出来。 在每本书的标题

页或是在标贴上，更有力的词不仅放大，而且字母间经常有间隔，其载面在四周

打开 。

可以清楚看到，图画载面(picture field)有一种地域品质，影响我们对符号的感

知 。 其表现品质的差异，在于其宽窄、高低、左右、中间与边缘，处于空间的角落还

是其他地方 。 无论载面是否有边界，如岩画或大墙上的无框图画，我们都把图像放

在视界之中心 。 在有边界的载面中，中心是被边界或画框预定的，孤立的图像由它

在载面中的位置决定其特征 。 放在中心地位，它就具有与放在边上不同的品格，即

使在画面另一侧的空白处加了一个细节作为其平衡，一种视觉的张力依然存在：这

幅图像看起来不正常，被推出位置，甚至精神上被压制 。 这很可能是画家有意为之

的表达方式，就如在蒙克Q)的一幅肖像之中，其人像主角放在空间中稍微边上的地

方，这自我克制的姿势，与此图像的其他元素结合起来，强化表现了忧郁与退让 。

在情绪不安的孩子作的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倾向于离开中心位置 。

上与下的品格可能与我们的姿势与重力有关，也许与我们对天空和大地的视

＠ 蒙克(Edva rd Munch, I 863— 1 944 ) ，挪威画家。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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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经验有关 。 这种区别可以用不同大小的块面之叠加形成的整体来说明 。

A 
B 

B 

A 

图 1

这些矩形大小相同，只是一个 A 小 B 大，另一个 B 小 A 大，但它们的表现力很

不同，设计师在设计建筑正面时都明白，这两者效果不能互换 。 单一元素也有相同

效果，立体主义画家格里斯。曾说过，一个黄色色块放在上半与下半，会有不同的视

觉重量。 在审视效果时，画家经常把画颠来倒去，判断各种形状与颜色的关系，平

衡与和谐，而不管他们意指什么对象 。 这只是对图画的一个方面进行抽象，其最后

的整体还是靠对做出的模仿与非模仿方面进行审视而得 。 但是，今日的抽象画家，

在颠倒中发现了新的可能性 。 颠倒甚至成了他们喜爱的形式。 已去世的莱热©设

想了某种画面，在四个旋转方向上同样有效，这个想法给了他灵感，从上方俯视跳

水者和游泳者，这显然可以应用到地板马赛克镶嵌画上 。

运动感的再现使潜在感觉(cryptesthesia ) 发挥了充分作用，尤其是在载面的不

同轴线和方向上 。 我们更多地生活在水平之维，而较少在垂直之维上 。 所以一点

不奇怪，同样一段线．水平时看起来比垂直时较短 。 平日经验的被感知空间是各向

异性的 (anisotropic) ，虽然我们学会用尺丈量 ，尽量得到一个客观整一的空间，使物

理客体互相配合 。

当再现的是运动中的图像，有延续的几个片段，图像常用在水平方向上用叠加

的条带分开，就像看书写字那样 。 因此，某些画有主导方向，哪怕作为一个共时的

整体展示 。

如此的方向性并不是规约化的，而是服从再现对象的变异，以及用空间表现时

(J) 格里斯 (Juan Gri s . 1887— 1927) ．西班牙画家 。 一一 译注

© 莱热 ( Fern and Leger, 1 881 - 1 9 5 5) ． 法国画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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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任务 。 连续的相邻画面提供了方向选择，造成了方向性 。 它不是任意武断的

选择，我们可以发现选择的方向，是解决技术一艺术问题的一种方法 。 图画从左到

右，或从右到左，甚至从上到下垂直布置的变化，与书写一样，可能是载面空间条件

所决定的 。 在人类早期艺术中 ， 其技巧，其再现内容，也对此起了作用 。 有实例证

明，在图像叙述中，同一作品中从左向右，与从右向左展延，可以共存，它们适应对

称的建筑．或适应宗教的视点 ．例如在拉韦纳吹Ravenna ) 墙上的马赛克画 ． 人物群

像行列走向东头，而上方的福音书场面则是从西到东 。 在每个单独的系列中，从左

到右与从右到左的内涵意义实为相同 。

我们可以看到牛耕式顺序(boustrophedon ) 的图画再现 ． 先是从左到右，第二行

转过来从右到左（参见《维也纳创世纪》 ） 。

比较不太受规约限制的是在水平延展中的从上到下，这与从左到右书写中的

从上至下顺序相仿，但不同于中文与日文的从上至下书写，也不同千 6 世纪图画中

的希腊拉丁题铭中单字面行列 。 但是叠加再现中，载面上半部分的君临性质，并不

是严格的规则 。 我们可以看教堂门廊，其图像叙述可以从下幅开始朝上展开 （见

《凡罗那镶嵌画 》 ） 。 在某些作品中，这是依据内容而安排的，高潮的场面在垂直方

向上顶部，那是最后一幅，例如基督生平的图像 。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垂直线条或系

列向上延展 。

单纯的孤立的人像也会出现方向问题 ． 尤其在无论是静止或运动的侧面呈现

之中 。 我们最熟悉的例子是埃及浮雕或绘画中的人像行列 。 当他们再现为圆形行

列，人像总是左腿在前，这种规则之严格，让人觉得其中必有规范意义 。 我难以说

清这究竟是因为游行时必定左腿跨第一步，还是自然的动作 。 但是移用到图画或

浮雕的载面上，左腿先行实际上为侧面身体的方向性所要求 。 如果脸朝右，则左腿

先；如果脸朝左，则右腿先 。 两种情况下，都是比较远离观者的那条腿在先，这是为

了表现动感 。 此原则与人像行列安排为圆形时的严格规则实际上一致。我们可以

假定，后者是从左侧看到的 ．人物脸朝右，因此左腿先，因为左腿离得较远 。

在没有控制性语境作为条件的静止孤立人像中，左侧面优先可以由生理事实

来解释 。 应当说脸的左侧面优先较多见，是因为画家的右手和手腕内转，也就是向

左转，动作比较容易，就像空手画圆圈 ，习用右手者一般是逆时针画圈，而左撇子是

(j) 拉韦纳是意大利的一个省 ．其省会是拉韦纳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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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时针画圈 。 。

但经常见到的是内部语境决定是侧面画像的这个或那个方向，肖像画对象的

脸的某个侧面特点可以限制选择 。 当画家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脸的任何位置，选

某个侧面往往是由千从这边看，可以看出某种价值 。

以上关于图像载面左右之规范性、自然性、自由选择性或任意性，让我们看到

一个更大的问题 ， 即感知面的左右是否有内在的不同品质？在这个课题上产生了

一批文献，有的作者断定这两个方向的品质不同习不能互换，而且原因是生物学上

先天的是有机体本身的不对称与左右区别形成的；另一些作者认为这个问题与读

写的文化习俗空间朝向有关 。 有主导性的内容，也有可能影响图像的左右感觉 。

我们至今缺乏对翻转方向图像在不同文化中的反应做对比试验，尤其是对书写方

向不同的民族做对比实验 。

与符号学相关的事实是 ： 左与右已经在所指对象中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家都

明白仪式和鹰术中左与右的重大区别 。 这两个词的意义都发生了改变 。 它所比喻

的意义延伸到日常语言中 ． 作为善与恶、正与邪、合适与偏离的术语 。 在图画与仪

式中，统治者的右侧意义重大，是通常的虽然并非普遍的首选，这决定了观者眼中

画面左侧有首选品格 。

载面翻转，类似镜中自己的映像 。 这是个可以说明载面的品质结构的佳例，不

管是内在的还是获得的，与再现对象的结构是冲突的 。 在中

世纪人们争论过，罗马的马赛克画像中圣徒彼得与保罗在耶 □ 
稣两边的位置问题 。 © 如果没有中心人物可以定左右，则以

对载面的左右之直接感受为定 ， 而不是以映像为定，正如我

们在生活中的实际做法 。 两种情况下载面的分割，都是潜在

的符号，但载面可以翻转 ． 这取决于再现对象的语境或图像

载体的价值顺序 。

载面的横向不对称，可以用图画或建筑的另一个特征加

以说明 。 如果我们把两个形式放在一起， 一高一低（如右

图），翻过来放，会明显改变它们的外形 。

Q) 参见 Zazzo 关于儿童画的著作9

＠ 参见 Peter Dami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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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文早些时候指出的两个矩形垂直叠加，横向组合也是不可逆转的 。 当

两个元素在形状大小上截然不同时，＂A” 和 “B” 中的”和“，不是用普通的连词

(conjunc tive)连接而是用有主辅关系的连接词 C adjunctive ) 连接 ， 载面中的位置表

达了这种关系 。 正如“父与子”这个词组有某种品质不是“子与父“能表达的 。 如果

我们承认这种不同，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视觉面 ( visual field ) 一边的主导，是内在

的还是偶然的？在人物或风景非对称的作品中，选择一边再现图像的更积极或更

稠密的活动，会影响那个表达的意义，翻过来会让人对整体画面产生奇特感觉 。 比

如我们对熟悉的形式之翻转更让人惊奇 。 但是必须说我们时代一些优秀的画家｀

正如早期的木刻画家，对不对称作品的翻转漠不关心，对版画上的图像终将翻转无

动千衷 。 毕加索甚至对他的版画上名字翻转都觉得无所谓 。 由于刻制和版印的图

像，其价值或平衡主要体现在能蜇和自由度中，这成了本能的习惯。 我们不能相

信，一个画家会让他仔细画出的作品翻转过来（我在这里可以加个注，说明在不对

称整体中左向与右向的不同视觉价值 。 在儿童与文化程度不高的成人中，大写 N

和 S 经常被翻转 。 在早期拉丁文铭文中，这两个字母也经常翻转 。 很明显，除非经

常地练习，字母的两个对角线的不同品质 ，不会被人正确地固定下来） 。

我们如何解释画家在左右翻转真正影响了作品的品质时，依然能容忍？在某

种语境中选择据称是非正常的方面可能是有意为之， 以产生某种特殊效果，对再现

的内容有利 。 从左下角到右上角的对角线有上升意味，翻转过来就会有下降意味 。

画家画一群人走上坡 ，从左上角排到右下角，就有一种用力艰难攀登的意味 。 转此

画就会扰乱或削弱此种效果 。 但是翻转画面时出现的新品质，也可能吸引画家和

许多观者 。

除了载面的这些特点（加工面 、周边 、 位置、方向等），我们还必须考虑图画—符

号的幅面(forma t ) 这种表现因素 。

我指的幅面，指载面的形状、比例、主导轴线，也指其尺寸 。 本文先不谈载面的

比例与形状，那是个很大的问题，而先谈大小 。

大小可以由很多因素决定 ，如画的外部物理条件，或是再现的对象。巨大的雕

像， 比活人还大的画像，往往用来表现题材人物之伟大，而很小的雕像可以表现其

亲切，娇小与珍爱 。 但除了内容的价值，尺寸可能也是为了能在远距离看得见 。 例

如在电影屏幕上 ，或是现代宣传画的巨大符号 。 也有可能符号极小，以便经济地制

作，或容易处理（这种尺寸的差别可以与音量高低、讲话长短对 比 ） 。 很明显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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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并非没有联系，巨大的雕像在两方面都起作用 。 无论如何，我们区分视觉符号

大小有两种条件，一方面是尺寸的价值功能与可视性功能，另一方面是载面的尺

寸，图像的组成成分，与表现的实际对象各部分的相对关系。一件作品可能极长，

如卷轴，因为它表现的是高度比较平均的许多对象，也可能如微型画 (miniature)那

样小，在有限的空间中，不同尺寸表现画像的不同价值 。

在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中，许多现实中大小不等的对象再现于同一作品中，他

们表现为同样高度 。 在古代艺术中，建筑、树木、山岭并不比人物高，有时甚至小

些，以表示 自然臣属于入 。 在这里价值或主导性决定意义，人物形象比周围环境高

大，这种画法独立地出现千许多民族艺术中，也在今日的儿童画中出现 。 我们并不

认为画家不了解真实的人与这些环境物体之间的大小差异 。 事物在画中的大小表

达了一种概念，不需要了解其规则都能理解 。 大小与价值高低的联系，在语言中也

体现出来：人类品质的最高级形容词，常常是描写大小的，例如“最伟大”、“最崇高”

等等，这些词经常可以用来描写并无实体的品质，如智慧、慈爱等。

大小作为表达元素，并非独立的变数，其效果随符号功能和语境的变化而变

动，也与图像的尺寸和密度有关，即是说，与对象的自然大小、数量、类型的排列有

关，也与所指的品质有关 。 对符号大小所指对象尺寸之间的质量性非线性关系，我

有一个有趣的实验证据：让儿童画一个很小的人像，旁边再画一个巨大的人，先画

在小纸上，再画在大纸上，大纸上的大人像会更大，但是小人像依然那样小 。

在西方中世纪艺术（可能在亚洲类似），各种人物的大小比例与意义幅度有关，

人像的大小与他们在载面上的位置有关，也与其姿态和精神地位有关 。 在一幅上

有基督、福音传递门徒、他们的徽章以及旧约中的先知的画中（见《秃头查理圣经 》 ，

巴黎国家图书馆，拉丁手稿 I) ，基督像最大，福音使徒次之，先知们很小，而徽章最

小 。 基督使徒坐在图画中央，四周是装饰图案构成菱形的框，福音使徒侧立，或四

分之三朝向，占据了四边形的四个角，而先知们则是半身像，置于圆形图案中，福音

使徒的菱形四角打开 。 在基督和先知之间的狭窄空间安排了四个徽章，圣约翰之

鹰在最上面，因为他作为使徒在神学中的地位最高，与其他徽章不同的是带有一个

卷轴，而其他的徽章都带一本书 。

很明显，在这里系统地应用大小，作为人像等级位置，是载面各部分表达力的

系数 。 在某些特定的再现系统中（取决于内容体系）载面的不同位置之区别性价

值，与不同的尺寸互相加强 。 在符号—空 间 (sign-space) 中，这种表现受文化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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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尤其在宗教艺术中 。 这并不证明，载体的不同部分的表意能力，与各种对象的

体积的关系是任意武断的 。 实际上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对空间重大价值的直观感觉

之上就像在 H 常现实生活中一样 。 当内容等级鲜明，它们在载面中的位置，与表

达方式形成关联，并以此联合方式被应用、被发展 。 同样的内容对应，今日依然依

靠艺术家对符号—载面的不同处理方式 。 例如要用分开的普通矩形镜框展示政治

权利等级．我毫不怀疑设计者会与中世纪的处理方式暗合 ： 奠基者在正中，他的主

要门徒在两旁，余下的地方或上面 ．或下面，给较次要的人物，依照他们的重要性而

定 。 而且很自然，照片的尺寸也按重要性从中到边降低 。

随着透视法的应用，符号的大小与再现对象的大小之关系开始变化 不管

是北欧的经验式透视，还是意大利的严格集合投影式透视 。 15 世纪之后，图画中再

现对象的大小，无论是人物还是自然物 ． 与其实际大小相应，但更相应于与图画平

面的距离 。 与中世纪的画法不同，透视法在一切自然的体积上强加了映射千画面

的合一丈星法 。 某些人可能会想到这是对人的贬低，但并非如此，实际上这是宗教

图像及其超自然的人像的进一步人性化 。 社会性的或精神性的伟大，以前一向是

用纹章、衣装、姿势、照光以及在某种位置来表达的 ． 在透视法系统中，最大的形象

可能是近观者的副手，而最高贵的人物，可能比较小 。 这是翻转了古代图画中高贵

伟大居中、周遭人物为小的空间仪礼 。

一般学者都认为这两种体系，即等级制与几何—光学制，都是任意武断的体

系 。 因为它们都是文化规约 。 把这两种都称作图画透视法，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一

个事实 ： 只有几何一光学透视法才呈现视觉上的体积 。 前者只是在 比喻意义上称

为透视，因为它罔顾对象在现实中的常规大小，而代之以规约的体积，以表示其精

神地位 。 在第二种（透视）系统中，对象在现实的三维空间中的位置，与其对观者的

距离，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任意的，这对于未经训练的眼睛也是容易理解的 。 因

为这与日常的视觉世界显现方式是一致的 。 图画中人像大小与地位等级相对应，

才是文化规约；这种规约的基础是体积度量与品格度量相联系 。 固然，称亚历山大

为“大帝”，与把他画得比他的士兵个儿大 · 都是文化规约，但对于人的想象力这是

很自然的，不言自明的 。

现在我转而讨论图画中的非模仿 ( non-mimetic) 成分，可 以称为符号承载体

(sign- bearing matte r ) ，即墨水或颜料画出来的线条、块面等图像—实体 ( image

substa nce ) 。 （此文暂时不谈雕塑的问题及塑模的或切割的材料构成载面 ． 其中的

148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视觉艺术符号学的几个问题：图象一符号的载面与载体

问题无法在此处理 。 ）

在讨论图画符号特有的相似性指称时，显然上面讨论的这些元素 ， 与它们再现

的对象、品质很不相同 。 用铅笔或画笔画出，或用尖利的切割器刻出的线，都表现

同一对象，拿这个例子做分析，从一定观点看，它们都在图画上固定了一个符号，这

条线的每个部分都与再现的对象的某个部分相应－这与表现这对象的词语完全

不同 从艺术观点看，这线条是一种人工记号，有自己的质地 。 创作艺术品的画

家和敏感的观者可以自由地从一种品质转向另一种品质，但首先他们却能分辨并

判断图画质料本身的品质 。

再现一张脸时，线条轮廓线的粗黑，不必与脸的特别品质相对应，同一张脸可

以用许多不同方式再现，不同的线条、色块，用不同的形式表现这容貌 。 线可粗可

细，可连续可中断，我们不必看到现实的或想象的那张脸的品质，这幅图画永远会

是那张脸的形象之再现，哪怕那张脸用另外的肖像再现，不管风格、媒介、技巧如

何不同，只要再现提供少扯的提示，我们就可以认出在现实中不同姿势、不同照

明条件下的那张脸 。 租黑的线条是面孔表象的人工等值物，与这张脸的关系很

像地图，地形在地图上可以用色彩和线条粗细来表示海岸等特征 。 甚至当这图

像—符号用白色画在黑底上，依然指称同一张脸，就像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 同

一个词 。

然而，与图画一符号 ( picture-sign ) 不同的是，图像—实体的品质，哪怕再任意，

也是充满了语意功能 。 图画一符号是彻头彻尾的模仿性的 。 这就是我们对古代艺

术品有许多误解的原因 。 把图像取走，线条的各部分看上去就只是许多细小的物

质材料 ： 直线、弧线、点之类，它们就像马赛克的立方块，本身并不具有模仿性 。 只

能当它们进入某种组合方式，才得到清晰的符号价值，它们的记号品质在再现对象

时扮演一定的角色 。 依靠邻近记号构成的语境，点可以成为钉子头、纽扣或瞳孔，

半月形可以是山岭、帽子 、眉毛、锅把手或一个穹门 。 诚然，在图画或印刷出来的被

再现的对象上，有许多线条，并不被人视为真实对象或其部分的形态学意义上的符

号 。 例如版画用网格画出的灰面或阴影，在对象上找不到如此网状物，但只要在一

定距离上看，它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光与黑影，勾勒出对象的块面、体积、形状或光照

的不同细微程度 。 表现这些品质的符号，用不同技巧生成，在大大小小的结构中可

以很不同 。 但仍然构成一个整体 ，足以与可辨认的自然物外貌相对应 。 通过元素

的这种使用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图像—符号大小的另一个方面，即不同比例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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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 正如太小的地图无法表现一定面积的不规则地形，在图画中，技术一艺术的

手段提示形状与光影也影响到对应的比例 。 网状线条的小单位，在其形式中并不

再现任何东西，但在一定语境中大最重复，就可以生动地引出对象的某种特征。

在另一方面，在印象主义绘画 中，相当多的元素可以是非模仿性的，一个绵延的对

象一空间 (object-space) ， 一个风景 ，可以在相当小的载面上表现出来，这样每个单

位的相对尺寸，即相对于它们的整体复合符号而言，就增大了。在图画中，画出的

树只是色斑 。 在外形上或色彩上与现实的树木的部分并无相似之处，在这里，图

画开始接近语言符号的特征：树—符号的整体被认出是一棵树，但主要是依靠语

境辨认出来，符号部分完全不像树叶和树枝，在这里，图像与对象的任意语意关系

没有变化 。 印象主义画家选择再现现实树木的外貌，但不显示其解剖式的部分，

好像树木互相融化在一起，也触及邻近的对象 。 在实际经验中，雾中或远处的树、

光线与颜色变化，而形态未变 。 透视图景可以用大致的图形、色调与语境，而不用

细节，来描绘这些对象 。 尽管图画中这些色点并不太像对象，它们与感觉是相应

的，有些色点甚至不是对象本有的颜色，而是在色彩对照与光影效果中显现出来

的颜色 。

正是兴趣点转向另一方面，或现实的另一种内容，使画家们批评线条作为单独

实体的任意武断性，哪怕线条的每一个转折确实再现了对象的某种可认知的部分。

而且科学家们似乎支持这种观点：自然中并无线条，我们能见到的只是颜色，画家

们就动手用色块表现可见世界，让色块并列而不加线条 。 但是要说这个体系更似

实物，如果这体系向绘画中引入了新的符号，用来表现无法用旧的风格再现的自然

界的光线、氯氛、颜色的交互影响，这体系就也需要一种在很多品质上与老的黑线

条相仿的图画质料－我指的是颜料的可见笔触，颜料在表面堆集，这实际上违反

连续性以及再现物表面的质地 。 这些都是图像的物质的—技术的组成，并不比原

始人或埃及人的黑实线更少任意武断性 。

正如每个画家所知，图像一质料的品质无法与再现对象完全分离。线条越粗，

图像就越厚实，线条越细，越增加纤巧、优雅的感觉；中缀的线条使光影的形式打

开，而且有表现实物概念的意蕴，这与印象主义绘画中常见的色斑引发光照与空气

的感觉是类似的：质料的两极，古代与现代，都进入了整体的可见显示阶段，传达了

外形与感觉，也传达了符号细微的意义 。

“媒介＂的这些变化，构成了图像之诗，引出了图像的音乐性，而不是模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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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艺术符号学的几个问题：图象一符号的载面与载体

但是一位伟大的现代画家乔治 · 布拉克应想到形象性的诗性特征，说出了关于再

现对象的一句悖论 ： 静物画就如绘画诗。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作品理解这句话 。 我

们经常被他画中大胆发明的浓笔重彩粗线条点与颜色结构所迷醉，对象的这些品

质出人意料，反过来，他画的对象似乎是他的独特形式的源头 。

载体 (vehicle) 的各元素及其材料性质，是作品美学价值和其内容、形式、结构与

表现的根源 。 它们的发展与多样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们在再现中起的作用 。

在抽象绘画中，记号 (marks) 、笔触、点，它们在载体中的组合与分布方式，都可以用

来作任意武断的使用，而作为符号并无（与对象）对应的要求 。 由此产生的形式不

是对象的简化或抽象形式 。 但是各种元素以非模仿性的方式使用，整体就具有先

前各种模仿艺术的品质与形式关系 。 这种重要的联系经常被某些论者所忽视，他

们把抽象绘画看成是一种装饰，看成向原始艺术状态的退化 。 印象主义绘画的各

部分从细节对应中解放出来，已经是向现代抽象绘画靠近了一大步，尽管后世的艺

术家觉得印象主义过千现实 。

我已经讨论了好几种方式，其中的底面与画框是图像各元素中的非模仿载面，

这些方式影响了图像的意义 ，尤其是它们的表现力 。

在结论中，我希望简短地说明这些非模仿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新的表现

功能，以及近年非模仿艺术的结构秩序 。

底面的线，加粗成为带，加上颜色，就成为风景的成分或建筑空间，上面的线可

以画成不规则线，表示地平线上的岩石和山岭地貌 。

而均匀的背景面 (background surface ) ，通过装饰或颜色，就与底面截然不同，

可以显示为再现一面墙或围起来的空间 。

最后 ，透视法的出现，使人像之间的画面成为连续的三维空间符号，其中各元

素的实际大小、它们变短的形式、它们的色调，都依靠它们与画面之间的透明距离，

以及与隐含观者 C implied observe r ) 眼睛的距离 。

正如本文讨论过的，周边也变成了再现的要素，周边可以隔断人像，尤其是其

后边，但也可以割去上部或下部，以这种方式再现观者对原景物的视界 。 这样的边

界就像一个窗框，从中能看到后面空间的一部分 。 在古老的艺术中，这种边界暗示

了观者看到的真正有边界的视野，因为画的载面中经常再现建筑物稳定地即绕部

0 布拉克(Georges Braque . 1 882一 1 963) ，法国画家和雕塑家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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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例如门廊、窗根，这是用所指事物的真实的、永久的视框来定义画框 。

而图画的载面整体，对应从更大的整体空间切下一个空间片段 。 这种概念保

存到抽象绘画中 。 蒙德里安叨皂构了一种横直线构成的格栅，形成一连串的矩形，

其中某些不完整，被载面的边切开了，正如德加的入像被画框切割，在这些正常的、

但并非可用同一标准衡量的形式中，我们似乎只看到一个无边伸展的结构中的一

个很小的部分 。 没有看到的部分其型相无法从这片段的例样中推断出来，因为这

个部分是奇特的，某种程度上晦涩的片段，却拥有某种令人惊奇的平衡力和整合

力 。 在这个构造中，人们可以看到的不仅是画家理想的秩序，或其细致的精确性，

而且还看到现代思想一个品质的模型，即世界是一个遵从规则的概念物，其简单

的、基本的构成元素组合在一起，然而其整体又是开放的、无边界的、偶然的。

0 蒙德里安(Piet Co rnelies Mondrian, 1872— 1 944) ，荷兰画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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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后期大学美术馆的重要性 ＊

［德］维特克威尔 著 周韵砫译

鲁道夫·维特克威尔 (Rudolf Wittkower, 1901 — 

1971) ，德国艺术史家、意大利巴洛克艺术专家 。 曾在沃

尔夫林指导下研究建筑， 1923-1927 年赴意大利研究 。

纳粹上台后移居英国， 1934—1956 年供职于瓦堡学院，创

办了《瓦堡学院学报》。 1956一1969 年供职于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并担任艺术史与人类学系主任。 著有《意大利的

艺术与建筑》《贝尼尼：罗马巴洛克雕塑家》《在土星诞生 ：

艺术家的性格和行为 》《神圣的术开朗基罗 》等 。

本文是维特克威尔在杜克大学美术馆开馆仪式上的发言 。 但内容却涉及

大学美术馆或美术馆的功能与使命。在视觉文化时代，美术馆作为一个视觉

知识和修养的重要阵地，有别于公共美术馆 。 维特克威尔强调了大学美术馆

的三个圈：为社区服务、为学生服务、与院系紧密结合。维特克威尔提出了 一

个理想的美术馆模式，他特别看重学生和教师的参与和创造，关注大学美术馆

如何收藏和展出高质量的艺术品，如何把这个场所变成社会审美良知的焦点。

这是我首次访问北卡罗来纳州和杜克大学。我说印象深刻，已经是刻意保守

的说法了。来之前，我做了不少功课，读了各种杜克大学送来的宣传材料。但是，

＊这是鲁道夫 · 维特克威尔教授在“杜克大学布鲁默收藏馆艺术品选作展“开器式上的演说。 这个展

览于 1967 年 5 月 7 日至 7 月 2 日在北卡罗来纳艺术博物馆举办。 译注

＊＊周韵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英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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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希尔教授领着我参观校园后 ，我远没有感到满足 。 作为一名艺术史家，我总是

用批评的眼光看建筑物 ， 沉溺于我所看到的东西 。 尽管是一名艺术史家，我也看周

边的风景，建筑物和环境的融合方式 。 我只能评价杜克大学有个舒适宜人的校园 。

但是，建筑物内表达的精神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 对于我来说，杜克大学是一

个充满生机的令人愉悦的社区，而且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社区 。 我这么说并不仅仅

根据今天下午的短暂印象，而且还取决千我私下交流所获得的信息，即今晚聚会所

获得的丰富事实 。

奈特校长把购买布鲁默CD收藏品 ( Brummer Collection )看作是杜克大学美术馆

的好开端，表现出某种了不起的直觉 。 我还要加上一句，那些支持他的大学和玛

丽 · 杜克 · 比德尔基金会的委托人让他得到具有远见卓识和冒险精神的董事会的

合作 。 这次从中选出来展览的几件作品完全证明这个收藏品所享有的国际声誉。

我有幸简略地欣赏了展品，发现它们确实都很精彩 。

我有意使用了“杜克大学美术馆”的名称，一些在我之前发言的人已经使用，尽

管在这关节点上，为谨慎起见，还是使用“大学收藏品”为佳 。 但是，我从杜克大学

的宣传材料里获悉 ， 你们打算把科学楼变成艺术中心 ，其中包含一个永久收藏品的

美术馆、一个展览租借用的画廊以及其他设施 。 我希望我所提及的这些计划很快

就要实施 。

这个项目表明，你们把购买布鲁默收藏品作为一个长远规划的第一步 。 所以

我也不用提请你们注意，迈出第一步，你们也就为未来做出深刻承诺 。 在我之前的

发言者，尤其是奈特校长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非常清楚地表明你们意识到自己

所要承担的责任 。 出现如下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也许会认为，获得整个收藏品

比承担责任更容易些， 因为这个收藏本身和社区 、行政、教职工、学生中激发的期待

都会增加无形的压力 。

金钱和正确的判断可以为合适的场地提供所有现代辅助设施如湿度和空气调

节，以确保艺术品有一个最适宜的居住地 。 金钱和正确的判断有助千提供第一流

的馆长、良好的馆藏和教育工作入员、训练有素的修复技师 。 为了保持活力，美术

馆必须进行购买 。 还是那句话，需要金钱和正确的判断 。 另 外， 需要鉴赏知识、艺

CD 布鲁默 (J oseph Brummer , lHHJ一 1947 ) ． 匈牙利出生的艺术品经纪人和收藏家 ． 曾在巴黎和纽约办过

藏品展，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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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市场的知识以及和纽约、伦敦、巴黎的艺术品商店和艺术品商人的联系 。 换言

之，有一大堆平常和院系权限无关的问题需要处理 。 但是，我所说的这一切，包括

场地、人员、购买政策，还可加上展览政策，都必须围绕如下中心问题加以考虑：为

何在杜克大学建立艺术博物馆？它的目的是什么？它为谁服务呢？对这些问题做

出回答，有益于构建决定你们大学美术馆的特征的框架 。

在尝试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首先给你们提出一些争议性观点，希望它们可以

超越内部政策 。 大学美术馆刚时兴，在快速发展中 。 预计在今后 10 年里不少于

40％的美国艺术博物馆将是大学美术馆 。 大约 300 家美术馆，这个数字还是比较真

实的 。 这会是甲壳虫乐队歌手的长发或超短裙那样的时尚吗？或者我们是否可以

在这个运动的背后发现更深层次的冲动呢？ 想到一个简单的回答 。 在电视时代，

我们变得注意视觉对于教育目的的价值和意义 。 大学美术馆为学生提供了激动人

心的经历 对于他们多数人是新的经历一一原创艺术品的经历 。 许多人都会认

为这个回答足够了 。 当然它有某种真理性，但是它提供的目的界定过千宽泛，不能

完全令人满意 。

《艺术期刊》最近发表了一篇有思想的文章 。 作者是哈佛大学弗格艺术博物馆

的馆长约翰·古力基。。 他在文章中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回答，既大胆又有想象力 。

他认为，大学美术馆应该而且会在将来成为我们社会的审美良知的焦点 。 这个观

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的，只有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时间似乎赞同大学

美术馆的重要性，甚至不去考虑它们增长的数目 。

无疑，大学美术馆的定位必须不同于市民美术馆 。 根据它的性质，市民美术馆

是为广大公民大众服务的 ， 而这些公民大众总是被动接受美术馆所提供的菜单。

根据它的性质，由委托人控制的市民美术馆是保守的，很少成为新思想的实验地 。

相反，大学美术馆留有或者应该留有广阔的实验空间，或者说非正统的决定的空

间 。 而且，根据它的性质，大学美术馆会以许多不同形式支持学生的积极参与 。

因此，未来的审美竞争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大学美术馆之间，那里它们

也许可以不受政治、商业及其他外在决定因素的阻扰而竞争出结果 。 对千我来说，

为了完成长期的任务，大学美术馆必须拥有最大可能的行动自由 。 控制太紧容易

扼杀积极性，而积极性是这些机构的根本 。

心 约翰 · 古力基(John Coolidge 、 1913— 1 995) 、 美国艺术史家。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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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宏观策略挪到和我们靠近的战略问题。 恕我直言，我希望你们不会认

为我的坦率是外人的多管闲事，毕竟自己对杜克大学的事务并不熟悉。我想从三

个同心圆的角度谈一谈大学美术馆更为特殊的功能，特别是你们的美术馆。最外

围是美术馆的区域责任。当然，这些责任存在很多区别，原因在于它们依赖于某些

变扯 ： 与收藏丰富的大型中心相关的校园美术馆的定位、教育工作者和地方政府的

反应等等。你们特殊的条件似乎要求特别的区域责任 。 目前，拉雷的美术馆和坎

珀尔山的阿克兰艺术中心为这个地区提供服务 。 你们萌芽中的美术馆将构成一个

完整的三角，在发展收藏方面，你们肯定会从这些资深机构的经验和建议中获益 。

合作而非竞争将强化所有三家机构的区域影响 。 因为有约瑟夫 · 斯罗恩 (Joseph

Sloane)和贾斯特斯 · 比尔 (Justus Bier )那样的杰出人士的领导管理，构建一个永久

的神圣联盟应该不成问题。

获悉你们的老州长特里 · 桑福德 (Terry Sanford)和你们现任州长邓恩 · 摩尔

( Dan Moore )对中学和大学的艺术教育十分支持 。 校园美术馆要充分利用这样的

有利条件：通过给孩子学习艺术史的机会，激发讨论和研究项目，组织素描教学，让

孩子自己动手制作等等，对于中学和艺校的教育工作是很好的补充。 那是影响巨

大的经历 。 很少有市民美术馆能接受这样的挑战，但是校园美术馆就不同了 。 恐

惧是不必要的 。 按常理，年轻人对艺术品有着深深的敬意 。 信任产生自豪，强化愉

悦。 大多数青少年都有很强的接受能力，因此我们应尽早唤醒他们沉睡的感受力 。

我们几乎没有异议地把无意义和肮脏贫穷视为是大众文明不可避免的罪恶的副产

品 。 但是，它们不必是，像丹麦那样有着高水平教育的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 。 显

然 ，校园美术馆有助于消除这样的糟糕状况，作为区域艺术教育的焦点，它们有无

限广阔的前景 。 你们在这方面的地位似乎很有优势 。

较近的一个圈包括校园美术馆对其所在大学的服务 。 把美术馆看作是学生课

后休闲和获取审美愉悦的避难所将是有害的 。 我无意干扰这样的审美享受，但我

也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校园美术馆的特殊功能是积极承诺大中学生 。 但是，这

种承诺的特征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 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有学生都必须上一年

的艺术史讨论课 。 因为在纽约市，我们没有校园美术馆 。 但是，我相信校园美术馆

是这类课程的理想场所，即使在大都市也不例外 。

你们知道，在许多大学，艺术实践和艺术史总是置千同一个屋檐下，结构上是

统一化的 。 我不必讨论这一共生关系的优缺点 。 当这种情况盛行，一个好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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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就面临挑战的可能性 。 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以及其他地方，我发现永

久的收藏和用于校园内外的交换展品的画廊理想地融合在一起 。 师生的作品紧挨

着大师们的作品 。 比较得以形成，标准得以确定，历史上的连续和革命之间的差异

得到激发，讨论得到鼓励。

我并不想列举好的校园美术馆可以为认真的大学生提供许多不同的视觉训练

和研究的可能性 。 地方要求、地方课程、美术馆的日常营运和预算——这一切都必

然影响美术馆在这个层面上的政策。但是，大方向很清楚 。 我相信，以下一点也很

清楚，即美术馆作为教育中心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千全体工作人员所奉献

的思想想象和努力 。

最后一点让我想起了最重要的问题，即内圈 ： 校园美术馆和艺术或艺术史院系

的关系 。 大学美术馆是艺术史学生的理想训练场所 。 市民美术馆是永远无法取而

代之的 。 校园美术馆和院系的合作越是紧密，美术馆就越多地融合进院系，也就会

给上述提到的三个层面提供更好的服务 。

在我所知道的许多大学美术馆中，馆长就是从艺术史院系聘请来的。他始终

是一位活跃的老师，尽管任务有所减少。最近，我参观了一个大型的有名的校园美

术馆，馆长是美术馆系统委任的 。 他和艺术史院系的关系名存实亡 。 结果是，美术

馆和其他校园活动日益分离，艺术史专业的学生极为不满美术馆和院系之间缺乏

合作的状况 。 这样的美术馆也许在院墙之内藏了不少美丽的物件，但是从教育的

角度看，是一个累赘 。 校园美术馆必须从艺术史院系获得力量，无论大小，无论预

算多少，作为教育结构，它的好坏都和相关的院系联系在一起 。

为了你们接受我的想法，我还必须说得更清楚些 。 大学美术馆就像没有身体

的头那样庙然独立 。 一般公众看到的美术馆里的东西可以用冰山一角来形容 。 美

术馆的开办不能没有良好的研究设备 。 对千所有市民美术馆来说是这样 。 对于所

有校园美术馆，也没有不同 。 显然，在一所大学里，艺术史研究设备是属于艺术或

艺术史院系的 。 为此（但不是唯一理由），美术馆必须成为院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就

像图书馆、影像收藏、目录和其他重要的有用材料一样。我重申，大学美术馆作为

艺术史家的培训中心和作为整个大学以及广义上的社区的教育机构，它的有效运

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艺术史院系的学术设备 。 院系是生产能量和思想的中

心和控制室，而这些能量和思想是美术馆的血液 。 思想不可能在真空中发展起来 。

它们必须得到研究的支持，需要时间成长 。 从构想到实现的道路需要经过院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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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制 。

为了解释我的意思，我要花些时间说一说最近的一次经历 。 我一直对 17 世纪

和 18 世纪的油画，以及它们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画家的影响尚未得到研究很有兴

趣 。 我们决定在一次比较大型的展览上实现这一想法。 许多学生都积极参与了这

个项目，有好几个月在图书馆里日夜忙碌 。 除了学生的积极参与，还有即时的效

果，展览被纽约批评家们誉为这一年最美、最有指导意义的展览，而永久的效果是，

学生写出了有永久价值的印刷目录 。 我所在的院系的学术设备使得这次操练成为

可能 。

现在，我要回到我所暗示的工作人员问题上 。 无需强调美术馆的和院系的工

作人员是密切联系的 。 院系的资料及其工作人员的质量之间是互惠的 。 没有好的

研究图书馆的艺术院系不可能吸引一流的青年教师 。 无论院系提供何种条件一—

例如舒适的生活条件、高工资、平衡的教学任务一有雄心的、有想象力的、有创造

力的年轻人不在乎这些 。 因为院系是美术馆的强大控制室，美术馆的工作必定受

损 。 艺术院系的质量、工作人员的质量和美术馆的质量是相互依存的观点得到广

泛共识 。 这一洞见最终给整个国家的艺术院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 今天，且可能一

段时间内，急需配备合适的工作人员。但是，记住简单的等式 ： 设备最好、最具挑战

的院系将吸引最有才华的工作人员，自然也就吸引最有才华的学生 。

在考虑过这些一般问题之后，请允许我谈一谈杜克大学内的特殊职位 。 我尚

没有谈及院系一美术馆整体内的主任或馆长的角色 。 他是定基调的人 。 他必须有

远见。他的职责事关成败 。 在比尔·海克希尔 (Bill Hecksher) 身上，你们看到了一

位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学者、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一个远离象牙塔、准备奉献我所

描述的教育事业的人 。 而且，在他众多的成就中，他的伟大感受力值得大书特书：

他是一个有勇气展示自己作品的实践者 这在通常比较胆小的同行中很少发

生 。 这样的人能够理解年轻人，能够在历史和当下乱局的分裂之间架起桥梁 。 在

这个和谐文化氛围中，在友好的校长和理解的委托入的大力支待下，他肯定能够把

大学美术馆和艺术院系紧密团结起来一—成功的必要条件，在学术和教育方面，引

导两个机构走向光明的未来 。

我准备就此打住，但是最后我还有几点想法要说一说，我以为不应压制不说。

估计等美术馆进入正式运作时，许多人都会提出，像你们那样的大学美术馆应该收

藏些什么 。 有人会期待有关现代发展的生动活泼的展示以及对校园和地方生产的

158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20 世纪后期大学美术馆的重要性

凸显 。 另外，有人期待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高品质的艺术品的展览，也有人期

待意外之财，如布鲁默收藏品的意外之财 （但是这样的意外之财一生也就那么一

回 ） ，或者收藏家的捐赠如文艺复兴的奖牌．或希腊的硬币，或者英国的彩印，或者

梅森的瓷器 。 有人也许不想要华盛顿国家画廊或大都市美术馆的缩小版。这样的

企图只能导致失败 。 高品质的藏品常常和伟大名字是分离的，一个智慧的和敏感

的购买者回避“大师”的仿制品，也能够用相对便宜的价格购得佳作 。

前段时间，我去看了某州从公共和私人藏品中选出的名头很大的画家作品展，

这是一个自负的画展，这个州的名字我就略去。四分之一的展品是假的，另外四分

之一虽是真作却毫无意思，还有四分之一是挂了大师之名的无名画家的佳作，最后

四分之一才是整个展览所说的那样的作品 。 这样的问题应该避免，而且可以避免，

只要不受大师之名的诱惑即可 。

最后，我不得不指向两种不受欢迎的好意者：统计学家和感伤主义者。统计学

家用数字衡量成功，对千他们来说，其他都不重要 。 感伤主义者屈服于艺术品激发

的对怀旧梦想的渴望 。 当他们谈论艺术时，兴奋得全身颤抖，这种骗人把戏让来美

术馆研究学习的学生很生气。在我看来，统计学家是更危险的类型 。 我敢肯定（也

许我太守旧了）把 IBM 的机器用于思想问题是一种诅咒 。 怎样衡量那些形塑年轻

人思想的无形的东西、精妙的文化弦外之音、历史洞见、形成性印象和理解呢？我

可以从自己的经历扩展这个话题，但是不这么做，是因为 IBM 狂人不易被说服 。

另一方面，感伤主义者总是爱沉迷于另一种观念 。 他们希望所有的艺术都能

集中到一个屋檐下。他们传播如下观念：戏剧、音乐、电影、绘画、雕塑、建筑、艺术

史和音乐学都属于美的神殿 。 这种观念来自审美领域的统一性概念，现在很流行，

但是显然毫无意义 。 对千这可导向怎样的荒谬结果，可以用投射艺术中心这个个

案做解释，它的规划设计师提出，艺术史院系应该离表演艺术更近些，应该与图书

馆分离 。

不能因为拙劣的空想牺牲有机环境 。 大学美术馆、艺术史院系以及有用的材

料共同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 我很高兴发现（如果我对你们的计划理解正

确的话）奈特博士和你的团队有勇气不追赶时髦 。 你们的大楼设计遵循我认为的

正确原则，你们一定能够取得很大成功 。

那个时刻已经来临，比尔，你的任务就是在新的中心内营造良好的氛围，向你

的有创业精神的行政领导证明：你是值得他们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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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J贡布里希著 杨建国译

恩斯特·贡布里希 (Ernst Gombrich, 1909— 

2001 ) ，英国伦敦大 学 艺术史教授 。 贡布里希在维

也纳精英文化图里成长， 1928 年进入维也纳大学，

在维也纳学派艺术史家指导下学习艺术史 。 1936

年贡布里希加入伦敦的瓦堡研究院，二战期间供

职于 BBC, 1 946 年回到瓦堡研究院任讲师和研究

员，后任牛津大学教授， 1959 年任研究院院长，同

时担任了伦敦大学学院艺术史教授，直至 1 976 年退休。贡布里希著述丰富，主

要有《 艺术的故事 》 (1949) 、 《 艺术与错觉 》 ( 1 960 ) 、 《 艺术史与社会科学 》 (1975) 、

《我们时代的论题》(199 1 ) 等 。

本文是一篇全面讨论艺术凤格的专文 ， 作者从概念的定义和词庥学入手，

进入风格与技术、历史分期、社会背景、形态特征、艺术选择等诸多方面的关系

解析中 。 作者并没有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是通过旁征博引式的分析，展

现了艺术史中风格概念的丰富性和多义性，特别涉及探讨风格的不同路径和

视角，对于思考艺术史中风格概念及其演化极具启发性 。 这是一篇典范性的

关于艺术风格的论文，曾被许多读本和选本转载 。 该文是贡布里希为 《 国际社

会科学百科全书 》撰写的条目，该书出版于 1968 年 。

＊ 本文原名 “St y l e '' , 收 人 Donald Prezio寸， ed.. The Art of Art H istory : A Crit ical Anthology 

( Oxfo rd, 200')) 。 一 译注

160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风格论

所谓“风格”(style) 者，指一鲜明、可辨的方式，非惟作品由是乎出，事亦因之而

行（或理应由是乎出，因之而行） 。 这条定义的适用范围极其广阔，亦导致现代英语

中，风格一词的用法极其变化多端（翻开《简明牛津词典 》，会发现风格一词的定义

和解释占了整整三列 ）。 风格一词的各种用法可简便概括为两大类 ：描述性的

( descriptive)或规范性的 ( normative) 。 描述性定义根据所处的时代、所属的集团和

国别（或大部分时间所属），对种种行事和创作的方式排列梳理，分门别类 。 例如，

音乐中的吉普赛风格 、烹任中的法国风格、着装上的 1 8 世纪风格 。 风格可因人而得

名，例如，“西塞罗式风格”，甚至可以专指某个人的行为方式(“这不是我的风格”) 。

同样，机构、商社、企业也可以有独特的生产和办事程序，出版社有自己的风格，更

向自己的作者派发”出版格式凡例表”( style sheet) ， 指导如何在著作中引用他人文

章和著述，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通常，用以描述风格的特征亦可以描述某种心理状态 。 例如，“热情似火的风

格”、`｀诙谐幽默的风格”之类的字句屡见不鲜 。 不仅如此，各种特征描写更扩散、渗

透，形成多感官描述，即所谓“通感 ”C synesthetic) 。 例如，文风或戏风可以或“耀

眼”，或“沉闷＂，或“幼滑＂ 。 同样，从特定的行为和生产方式中也可以发现一些鲜明

特征，然后再转用于其他事物之上 。 例如，“舞台表演般的“行为举止、＂爵士乐般

的“装饰、＂僧侣般的“绘画风格 。 最后，有些现今用来表示风格类别的专门术语 ． 如

“罗马风格”( Romanesque) 、“巴洛克风格 ” ( Baroque) ，初始时本用千建筑的描述，后

来先是扩大到其他艺术类型之上，最终更成为一种历史分期 ． 特指某一特定时期内

产生于社会内部的全部话语，例如“巴洛克音乐”、“巴洛克哲学”、“巴洛克外交”

等等。。

大多数表示区别的词，包括“区别”这个词本身，都可摆脱定性描述，转而规定

某种常规，成为一个褒义词语卢 风格一词也不例外，可仅仅指一系列具有连贯性

的突出特征，凭借这些特征，行为或物品从一大堆混沌暗昧、难分彼此的同类中脱

颖而出 。 例如，可以说，“他颇有风度地招待了客人”,”这位杂技演员的表演颇为出

色”·“那幢建筑毫无风格可言” 。 哈克贝利 · 费恩形容起密西西比河中的木排时说

Q) Rene Weliek and Austin Warren , Tlmiry of Literalllre (New York. 1941) . 1965 ) . chapter 11. 

＠ 英文中表示“区别”的词为“distinction”或 “distingui~hed” 。 除了 “ 区别”这个基本含义之外，这两个词

都可以表示“尊贵、优秀”等含义 。 泽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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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根根木头粗得吓人，长得简直像一整列游行队伍 。“接着，他又说道 ： “这木头可

真拉风，要是能骑在木头上，做个放筏子的，可真爽呆了。”（马克 · 吐温 ： 《哈克贝

利 · 费恩 》第 16 章）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每排木筏都有着自己的“风格”，如果他选择

用这个词来表示任何社会中制作此类航行工具的习惯方式 。 可对千马克·吐温笔

下的费恩而言，“拉风”就意味着与众不同，一眼就让你难以忘怀 。 一次，一位理发

师问丘吉尔，想剪什么样的发型，丘吉尔答道：“我这个人资质有限，也剪不出什么

型了，下手就是了 。 ”(《新闻时报 》1958 年 12 月 19 日 ） 。

一、意图和描述

如果批评家和社会学家都能像丘吉尔那样精细分辨风格这个词的意义，也就

是说，只有遇到多种行为方式或程式可供选择时，才使用风格一词，无疑会省去许

多麻烦，也不会生出这许多的混乱。历史上曾经如此 。 当格列高利历 (Gregorian

Calendar) 刚刚传入英国，为英国人所接受时，人们就用“样式”(style) 一词指同时并

存的两种历法系统。 随着“旧历“(old sty le)逐渐淡出使用，人们也不再提日期依哪

种“样式”而定了 。

然而，除了惯用法之外，风格一词已不加区别地用千任何行为或生产之上，且

此种“风格”往往为行为者／生产者本人所未知，而为使用者所辨识。由 此，一系列

颇为重要的方法上的后果随之而生 。 或许有人会认为（本文作者即如此认为），只

有在多种选择的衬托之下，某种鲜明的方式方能有所表达。例如，小姑娘选中某款

裙子，同时也表达出在这一特定时刻她想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公司董事会为

新办公大楼的外观选中了当今流行的风格，他们所考虑的恐怕不只是大楼的外观，

更有公司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与之相较，一个苦力披上外套，或建筑工人搭建自

行车棚，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 不过，旁观者或许会意识

到，工作服和自行车棚有着各种不同的样式 。 于是，他们的行为也被冠以“风格”二

字 ，引发一连串心理方面的阐释，不过常常有令人误入歧途之虞。不妨引用一位语

CD "style”一词既可表示“发型”之意，也可表示“流行、时髦”之意 。 这里，丘吉尔向理发师玩了个小小的

双关。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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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学家的话：”表现论的全部核心问题就在于选择 。 除非表达者可在不同的表达方

式间做出选择，否则绝无风格之可能。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同义语位于全部风格

问题的根源 。 ”CD

如果以“风格”一词去表示行为的不同方式，可以用”时尚 “(fashion) 一词表示

随时间而涨落，带有社会优越感的偏好。一位主妇可能在家居装饰，或招待宾客方

面颇有独到之处，在自己家一带小有名气，竟带动一时之风尚 。 不过，在实际使用

屯风格和时尚可能相互重叠，某种时尚可能影响广泛而久远，进而影响到整个社

会的风格走向 。 不仅如此，一谈到优越感，难免会令人心生虚情假意，趋炎附势之

疑，故而同一种行为在批评者眼中，是“时尚＂，而在赞许者眼中，就是“风格”。

二、词源

“风格”一词的英文形式”style”源自拉丁语“stilus" ，原指古罗马人所使用的书

写工具，进而指某位作家的写作方式。不过，提到文学风格时，古罗马人用的更多

的是“言说方式”(genus dicendi )一词产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修辞教材中，依旧可

以找到一些至为精微的分析，对不同的风格加以分门别类，并深刻挖掘出各种潜

能。言说的效果取决于正确的选词，或高贵而优雅，或卑微而谦恭，由此产生出种

种社会和心理寓意 。 同样要注意的还有，所用之词或古朴，或流行，并无一成不变

的标准，关键是要使用得当，烘托出主题。© 此即所谓“得体”(decorum) ，即风格与

场合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 以鸿篇大论去谈鸡毛蒜皮的小事，或是在庄严肃穆的场

合突然冒出一句乡俚俗语，同样显得滑稽可笑（西塞罗： 《演说篇 》26 ) ＠。演说术需

要经年累月精心琢磨，直到确信自己的话可以打动陪审团的心，左右其决定 。 不

过，盛极而衰，情势之变易仅在一线之间。过千追求效果，结果反而空洞无物，扭捏

()) S tephen Ullmann, Style in the French Novel (Cambridge. 1957) , p. 6. 

® A nton Daniel Leeman, Oratio11is Rat io: The Stylistic Theories and Pract ice of the Roman Orators, 

Histor i011so11d Philosophers (Amsterdam, 1963). 

Q) E. H. Gombrich,.. The Debate on Primitivism in Ancient Rhetoric ," J ourna 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Tnstitutes 29(1966), pp. 24—38. 

＠ 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 1068. C. - 43B. C. ），古罗马哲学家和演说家。 一—译注

163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艺术理论基本文献－西Ji当代卷

作态，毫无生机和活力可言 。 惟有日日勤习伟大典范（即所谓“经典”)而不辍，方能

确保自己的风格纯净澄澈，免受各种杂质的污染 。。

这套学说亦可延及音乐、建筑、美术，直到 18 世纪都是批评理论的基础 。 文艺

复兴时期，乔吉奥 ·瓦萨里©讨论了艺术的不同方式，以及如何才能令它们走向完

美 。 就美术而言，“风格”一词的引入相当迟缓，不过到了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该词

的使用开始激增卢 1 8 世纪，“风格”一词为艺术史所接纳 ，正式成为一个术语，而在

这方面居功甚伟的是温克尔曼＠于 1764 年出版的《古代艺术史 》(History of Ancient 

Art) 。温克尔曼视古希腊艺术风格为古希腊生活方式的表达，于是启发了赫尔

德心还有其他一些人对中世纪哥特风格做出同样的思考 。 由此开始，艺术史的风

格分期研究逐渐踏出一条康庄大道 。 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史中用以表示风格的术

语都属于规范性用法，通常因遵循古典常规而加以褒扬，或相反，因背离古典常规

而加以唾弃心 例如，“哥特”(Gothic)一词原本指“野蛮、粗暴”之意，是罗马帝国毁

灭者的特征 。 (J) “ 巴洛克“(Baroque) 一词把好几个词揉合到一起，表示“怪异而荒

诞＂的含义 。＠ ．｀洛可可 ” ( Rococo ) 则是大卫的学生于 1797 年前后生造出来的一个

词，原本是要嘲讽蓬巴杜夫人＠时代 (age of Pompadour) 好繁惧简的社会风尚。＠

甚至连“罗马风格 ”(Romanesque) 一词也是于 1819 年前后才见于实用，原本意为

“罗马风格的衰败＂ 。 同样，｀｀矫饰主义”( mannerism ) 指文艺复兴时期纯净的风格遭

到污染，走向衰败炒 因此，古典、后古典、罗马风格、哥特、文艺复兴、风格派、巴洛

克、洛可可、新古典，这一系列名称都不约而同指向美的古典理想，表示这一理想或

CD Ernst Robert Curtius . Euru/取w Literature and the 切tin Middle Ages (New York. 1963) . p. 249. 

＠ 瓦萨里 (Giorgio Vasari . 151)- 1574) ． 意大利艺术史家 。 译注

<:D Jan l:lialostocki, ··oas Modusproblem in den bildenden Kunstcn." Zeitsch ,中加 Ku11sl geschichte 24 

( I 96 I ), pp. 128—141. 

＠ 温克尔曼 U. J. Winckelmann , 1717— 1768) ，德国艺术史家。一译注

＠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 ，德国哲学家和诗人。一—译注

@ E. H. Gombrich. . "\Jorm and Form: Studies in th e Art of the Renuissance (London , 1966) . pp. 83— 
86. 

(J) Paul F rank I. The Gut hie : Literary Suur心 and lnterpretat ivn.< through Eight Centur ies (Pnnceton. 

1 96()). 

® 0. Kurtz, ．，压 rocco , Storia di una parola," Lei/ere ita/iane 12,4(1960). 

＠ 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 、 1721一 1764 ) ．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社交名媛 。 一一译注

® S. Fiske Kimball. The Creation of the Rococo (:'.Jew York. 1964) . 

® E. H. Gombrich. Norm mid Fonn, Stud心 in I如 Art uf Re11ais.\.” “ce, pp. 9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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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光大，或遭受挫折。＠ 18 世纪，哥特风格的复兴首度挑战了这样一种风格观，直

到 19 世纪，建筑师们才拥有“全部历史风格之宝库”为巳之用 。 因此， 19 世纪成为

风格大觉醒的一个世纪，并促发人们不断去追问：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格究竟是怎么

样的也 千是，批评家和艺术史学家就风格所做的思考开始反作用于技术之上 。 在

种种讨论中，风格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联日益步入前台 。

三、技术和时尚

无论是行事，抑或是造物，只要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其方式就会安千静，慎于

变 。 在波澜不惊的人群中，因循守旧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 风格可以很长时间内保

持不变，无论是制陶、编织，或是两军交锋、发动战事卢 两大因素促使改变的出现：

技术进步和社会竞争 C 技术进步的历史进程已远远超出本文的范围，不过这里还

是必须提一提，因为它对于具体选择境遇有着巨大的影响 。 更优秀的制造方法不

可避免会改变制成品的风格，实际上，在技术性目标压倒一切的领域，如战争、体

育、交通，新的方法一旦被掌握，整个程式的风格当即改变。

研究风格者须知晓的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如仪式、典礼），旧方法还会延续下

去 。 女王出席议会时，乘的是马车而不是汽车，护卫手中拿的依旧是剑和矛，而不

是冲锋枪 。 犹太教《圣经 》首五卷依旧有卷轴本，尽管全世界早巳采用了更为便捷

的装订方式。显然，古朴的风格越是远离标准的技术性用法，其表现价值就越高 。

技术进步的步伐越快，接纳与拒绝之间的鸿沟就越深 。 在当下这个技术主宰一切

的社会中，拥有一辆“老爷车”也成了“生活风格”的表征 。

这里，我们已触及造成改变的第二个因素，即社会竞争、争名逐利 。 例如，有这

么句口号 ： “越大越好 。”“越好”代表着有着明确目的的技术进步，而“越大”则代表

着炫耀、显摆，对千那些喜欢事事高人一头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股强大的驱动力。

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各城邦中相互竞争的家族竞相竖起高塔。如今，在圣吉米尼亚

CD Erwin Panofs ky,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in Western A.rt (Stockholm. 1960). 

(2.) George Boas . "II faute e tre de son temps ,•• in George Boas , Wingless P egasus, A Handbook of Art 

Cr itici.<m (Baltimo re . 1950) . 

Q) Frenz Boas , Primitive A.rt (New Yo rk.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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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这样的城市，依旧可见到当年你追我赶、不让分毫的遗迹 。 有时，当权者为了彰

显自 己的权威，就颁布法令，明文规定各家私建之塔不得高于市政大厅旁的公塔。

城市与城市之间也会攀比，看谁的教堂更大、更堂皇；同样，公侯贵族们也比谁家的

花园更大，谁家的歌剧厅更奢华，或马既中的器具更新奇 。 很难说清，为何这种竞

争在某些方面显得极为突出 ，在其他方面则较为缓和 。 但无论是高塔、歌剧厅，或

是高速摩托车，一旦它在某个社会中成为一种象征，竞争就随之上演，迅速白热化，

远超出技术的实际需要 。

或许有人会说，这已属于时尚的范围，超出风格一词的范围之外。同样，方法

改善本身属千技术，也不应在风格的讨论之列 。 可要分析风格的动与静，不考虑这

两大要素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 时尚和技术一样，可产生压力，亦为那些不甘

心为时尚所左右，想要活出自我的人创造出更多的选择空间 。 当然，所谓“自我”也

仅是相对而言，就算你不打算加入到最近流行的社会游戏中，你依旧对它采取了某

种态度，难以同它完全斩断联系 。 实际上，不遵循时尚要比遵循时尚更容易引起人

们的注意，如果那些可以逆时尚而行的人有足够的社会声望，甚至可以创造出另一

种时尚，最终导致新的行事风格的出现 。

上面将技术进步和社会优越感分开来谈，实际情形当然并非如此 。 掌握先进

技术的社会自然是众望所归，进而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其他领域 。 文艺复兴时

期的人们对罗马帝国昔日的强盛万分景仰，由此也爱上了罗马的废墟，以及儿乎罗

马人的一切 。 彼得大帝。和凯末尔·帕夏©心仪于西方强大的经济、军事、文化，甚

至颁布法令，强行在国内更易服饰发型 。 铁幕两边，都有为数不少的欧洲保守派为

美国爵士乐和俚语的流行而痛心疾首，可这不正说明了美国的技术传奇和强大国

力吗？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那阵子，也曾带动过一阵子学俄语的热潮 。

同样，那些不愿意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人最能体现出风格所拥有的潜力 。 那些欠

发达国家的领袖，比如说甘地心在各方面挑战西方权威（例如，衣着服饰、言行举

止），极力颂扬未受到技术站污的原始美德 。

很少有人分析过这些外部压力对艺术风格的影响，其实，做这样一番分析还是

(D 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 1672一1725 ) ，俄国沙皇。 译注

＠ 凯未尔·帕夏 (Kema l Pasha. 1 881一 1 938) ， 土耳其政治家和现代土耳其的首任总统。一—译注

＠ 甘地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 19+8) ． 印度政治家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后遭暗

杀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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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所收获的。自 18 世纪以来，种种活动逐渐聚拢到艺术这面大旗之下 。 然而，曾

几何时，这些活动不单令入成名，更都有着实用目的 。。 在建筑领域，这两方面从一

开始就交织在一起 。 例如，埃及金字塔既展示出古埃及人高超的工程技术和组织

能力，又展现出举世称雄的雄心 。 出现于欧洲中世纪的一系列建筑风格，其中技术

性成分占多少，象征性成分又占多少，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 石质穹顶结构

在防火方面有着无可争议的优越性，随着哥特肋的出现，建筑竞相向更高的高度攀

登，而这仅仅是技术进步吗？其中是否还蕴含着其他什么东西？对于这样的问题，

还可以做更深入的探讨。 显然，在竞相攀比的建筑之上，多多少少能看到社会优越

感的影子，目的就是要在与某座城邦，或某个王公的竞争中压倒对手 。 与此同时，

建筑史中不断可发现远离这双重压力的例子，建筑的风格走向简朴明快、平易近

人 。 例如，新古典主义建筑向奢华的内部装饰说“不“，小特里亚衣宫 (Le Petit 

Trianon)刻意求简，更不用说凡尔赛玛丽 · 安托万夫人＠的“小村”了 。 哥特风格之

所以能在 18 世纪复兴，不就是因为它烙上了前工业时代的印记吗？实际上，建筑史

上可发现极为有趣的动机冲突。 19 世纪，工程技术的发展令钢铁大量用于建筑之

上，建筑师们一度因循守旧，把这种新建筑材料视为艺术的仇寇 。 埃菲尔铁塔只有

技术 ，没有艺术 。 可最终，在我们这个工业社会中，技术所带来的优越感还是不可

阻挡，催生出高度技术化的”功能主义风格 ”(functiona l style) 。© 功能主义明目张

胆地追求高效，可即使是它今日也巳成为建筑表达中的一种正式要素，有时对设计

产生重要影响（当然，要做出调整，以适应设计者的目的） 。 视觉艺术中，技术和时

尚也不乏互动，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把什么都设计成“流线型”｀也不管它是否需要在

流体中做快速运动 。

只要我们承认，形象创造在社会中承担着一定的功能，就会看到，甚至是绘画

和雕塑的发展也可以由这种双重压力的角度加以考察。部族社会中，仪式上所戴

的面具、图腾柱，以及先人的形象都出自几乎一成不变的技术，同其他实用器具并

<D Pau l 0 . Krist eller, "The Modern System of the Arts, A Study in the 1-1凶ory of Aesthetics ," Joumal 

叶 the History of Ideas 12(1951), pp. 496一527, and 13( 1952), pp. ·17一46.

＠ 玛丽 · 安托万夫人(Marie Antocnette . 1 755— 1 793 )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 ，后在法国大革命中被

送上断头台。一一译注

Q) Nikolaus Pevsner, Pio邓叮, of Modem Design from William Morr八 lo Walter GmJ1iu.< (New York, 

19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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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不同 。 既然现存的形式能够达到目的，又何必改变？制作程序师徒代代

相传 。 然而，一些更好的造像方法（至少以自然主义理性观来看是更好的）还不时

会出现，有时由于与其他文化的接触，有时纯粹出千发明创新的兴趣爱好 。 新方法

可能被接纳，也可能被忽视，甚至遭到明令禁止，其命运主要取决于特定社会中形

象所承担的功能 。 如果形象主要用于典仪，改变通常不受欢迎，却也无法完全避

免 。 古埃及和拜占庭艺术风格趋向于守旧，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 另一方面，如果绘

画和雕塑的主要功能在千能否在观众脑海中唤起一个故事或事件应看得见的技术

改进就比较容易被接纳，并迅速取代早先的造像技术 。 从此以后，或许只有在宗教

典籍、祭祀典仪等具有神圣色彩的场合中方可见到旧方法的踪迹。新方法所带来

的优越感在历史上曾两次大获全胜，一次是公元前 6 世纪至前 4 世纪的古希腊艺术

的发展，另一次则是 12 世纪至 19 世纪的欧洲艺术的一系列风格交替和演变 。

公元前 5 世纪 ， 希腊艺术开始运用远小近大法 (foreshortening) 这样的错觉营

造手法； 15 世纪，透视法( perspective) 出现于佛罗伦萨艺术中 。 这两种新技法的运

用令两地的艺术执一时之牛耳，远播到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 。 过了整整几个世纪，

新技法的巨大动能才逐渐耗尽，反作用力开始显现 。

新技法更适应人眼的错觉，然而，即便在艺术领域中，新技法的出现同样也产

生出巨大的张力，令接纳和拒斥都成为强有力的表现手法 。 到了公元前 4 世纪的希

腊以及 16 世纪的意大利 ，新技法的主要目标，即营造出符合人眼直观的形象错觉，

已基本达到 。 此时，相反的技法其重要性开始与日俱增。人们觉得，在阿佩莱斯＠

的作品（已失传）中，以及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的鸿篇巨制中，手段已趋千完

美，技术也无须再进步了 。 后继者或在光影造型上日益复杂，如卡拉瓦乔和伦勃

朗，或在动态表现上精益求精，如贝尼尼心却往往被批为含混晦涩 。 他们的技法无

助于艺术的根本目标，仅仅炫耀了个人精湛的技艺，却失去了表现的简洁和明快 。

风格哲学对于西方批评传统的发展可谓至关重要，而在这里可以看到这种风格哲

学的根基：手段与目的相适应，此即古典风格； ＠手段不足以实现目的，表现为原始

CD E. M. Gornbri ch. Art and Illusion : A Study ;,, the P .\ychology of Pictorial Re如1mtatl(In ( 19611; 

2n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 1961 ) . 

＠ 阿佩莱斯 ( Apell es) ，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艺术家 。 一—译注

＠ 贝尼尼 ( Gi;1n Lorenzo Bernini, 1598一1860汃意大利艺术家 。 一一译注

(D E. f-1. Gornbrid1 . Norm and Form: Studies in the Ari of R妞IZ` ．SU/1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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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古拙；如果手段喧宾夺主、空洞炫耀，风格即巳踏上衰败之途 。 如果要对这套哲

学做一番评价，不妨问一问，炫耀能否，或是否已经演变成另一种艺术功能，发展出

自己的传统和规则？

四、风格的演化和解体

从规范的角度可以看出，艺术风格有着内在而确定的发展过程，然而，在不同

的艺术活动中，这一过程体现的时间亦有所不同 。 例如，史诗之巅峰只能出现于荷

马 (Homer) ；如悲剧之于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演说之于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雕塑之于普拉克西特利斯 ( Praxiteles ) ；绘画之于阿佩莱斯或拉斐

尔(Raphael) 。 拉斐尔逝世后 300 年，和声音乐也达到了手段与目的相适应的巅峰，

其代表人物是莫扎特。

有人提出，艺术一旦成熟（或许是过于成熟），就会转入风格主义，或巴洛克这

样的阶段，无论对其的评价是高还是低 。 在这一”后期”，艺术越来越痴迷于更新

颖更繁复的样式，一切变化皆尝试之后，风格最终走向＂衰竭＂。。 从表面看，这样

一种解释似乎不无合理之处，也能在一定范围内对历史发展做出解释。然而，不应

当忘记，所谓“繁复”、 ”成分”这样的词在这里指的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即便

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也完全可以做出截然相反的解释 。 一位批评家眼中的

巅峰，在另一位批评家眼中却暗藏着衰败的迹象；某个阶段此处被说成山重水复疑

无路，彼处又被说成柳暗花明又一村 。 塞尚作品之艰深复杂毋庸置疑，他却视自己

为新艺术时代朴而未散之人 。 任何一位大艺术家身上都可以察觉到这种多面性，

既可以将其视为集传统之大成者，亦可以视其为新领域的拓荒者，甚至，在对手眼

中，是衰败之极 。 因此，扬·凡 · 埃克0的自然主义风格一方面令细密琐碎的哥特

艺术倾向走向登峰造极，另一方面又开启了艺术的新纪元；＠巴赫©的风格既可视为

CD Thomas Munro , Evolution i,,Ithe Arts and Other Theori吓 of Culture Hi寸ory (Cleveland. 1 %3) 

＠ 扬 · 凡 · 埃克(Jan van Eyck, 1395- 1441 ) ．佛兰德斯艺术家。 译注

@ John H uizinga,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A Study in the F orms of Life . Thozt[~lzt a nd Art 111 

F 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i11 the 14'and 15• Centuries ( London, 1924). 

＠ 巴赫 (J. S. Bach, 1 685—1750 ) ，德国作曲家 。 泽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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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的繁复，亦可视为古朴的华丽 。 同样 ． 可以令人信服地说，任何一种风格都处

千转承过渡之中 。

不仅如此，在追溯风格的发展历程的过程中，单元的分断和选择不可避免带有

主观性 。 亚里士多德开启了描述悲剧之发展的先河（《诗学 》 ， 1448b3-1449a) ，可要

这么做，他首先要把悲剧同喜剧，还有哑剧对立起来 。 同样，我们可以描述绘画整

体，或其中某个分支的发展，我们会发现，肖像画的某个晚期阶段（例如风格主义）

亦为风景画的初期阶段 。

如果分析风裕的内部演化逻辑确能给人以茅塞顿开之感，更多要归功于批评

家本人对艺术的敏锐感受，而非传说中的历史法则 。 例如，海因里希 · 沃尔夫林<D

就利用这种批评框架，把人们的注意引向某位大师所掌握的艺术手段上，并发展出

一套批评语汇。＠ 虽然他的语汇还相当不完整，却令人清醒意识到，大师也身处传

统之中。将个人技艺放到连绵不绝的链条之中，就能看清大师都继承了什么，改变

了什么，又如何为后世所用 。 总有一种诱惑，把这种发展视为不可更易之必然，对

千这种后知后觉的必然，我们必须万分小心 。 对于任何一位大师而言，未来都是未

着笔墨的空白 。 当然，大师的选择会受到具体情势的限制，可未来究竟何去何从，

依旧非人力所能预料 。 阿克曼曾对这种风格宿命论做了全面的批判心不过这也不

应成为理由 · 阻碍人们在风格形态学 ( morphology)方面做出探索，以支撑起艺术鉴

赏的灵感 。

五、风格和分期

从手段与目的相适应的角度对风格之传统做出分析，这种研究方法与另一种

研究方法相交叉，后一种方法所感兴趣的不是风格的“历时”演化，而是从“共时“角

度出发，对某个集团、国家或时代的全部活动做出描述 。 视风格为集体精神的表

达，这种看法可追溯到浪漫主义哲学中，黑格尔于 1837 年出版的 《 历史哲学 》

0 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 1864— 1 945) ，德国艺术史家 。 译注

(I) Heinrich Wolfflin . Renaissa11ceond Baroque (London . 1964). 

Q) J ames S. Ackennan and Rhy、 Carpent er. Art and Archaeology (Englewood Cliffs, N. J.,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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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of History) 即为其集大成者 。 在黑格尔眼中，历史是自我意识的发展

历程中绝对的显现，这一过程的每一阶段被视为辩证过程的一个步骤 ，体现于具体

的国家之上。某个国家中，无论是艺术、哲学 、 宗教、法律、道德，还是科学技术，都

是绝对精神之具体演化阶段的反映，每一个具体方面都指向相同的核心，这个核心

也就是所谓时代的精髓 。 因此，历史学家无须去发掘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之间的联

系，因为这种联系早已被假定是形而上的事实 。 0 根本就无须多问哥特建筑风格、

经院哲学，以及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否表达了相同的态度，历史学家所能做的

无非就是拿出具体例证，展示这种包罗万象，贯彻始终的精神存在 。

无论历史学家把这种精神称为“绝对精神”或其他什么，关系并不大，总之他要

探索一个源头，由此推导出一个时代的全部特征 。 实际上，可以这么说， 19 世纪艺

术史学的全部历史（也包括其在 20 世纪的余绪）就是一系列尝试，保留黑格尔的整

体史观，同时又涤除其中令人不安的形而上学色彩。马克思和他的信徒就是一个

著名的例子，他们把黑格尔的哲学上下倒 了个个儿，说物质并非精神的显现，而是

恰恰相反，精神是物质的外露，或者说，是建立于生产性物质状况之上的上层建筑 。

正是这种物质状况导致封建制度出现于中世纪的欧洲．它同样也体现于经院哲学

和哥特建筑中 。

所有这些理论何以同因果联系的真正科学探索无缘？一言以蔽之：先验 。 问

题并不在于封建制度是否对中世纪大教堂的建造产生过影响，又以何种方式产生

影响，而在于找出一条可用语言表达的公式，令风格与社会间的联系（假定存在）清

晰呈现出来 。 19 世纪的诸多整体史观派别 ，无论是左翼的“唯物黑格尔派”，还是右

翼的”时代精神派”，至少都确信可以找出这样一条公式 。 沃尔夫林就是其中一位

至为精深奥义的风格分析家，在 1888 年 ，当他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自

己的方案 ： “要对风格做出解释 ， 就要把风格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境遇之中，并证

实，这个声音与时代的其他器官交相合应 。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整体史观在

当时为社会广泛接受，不单史学家，就连艺术家也奉之为金科玉律。 例如，奥地利

现代建筑的先驱阿道夫 · 路斯就曾如此说过：“如果某个种族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之

中，只剩下了一粒纽扣，我依旧可以从这粒纽扣的形状推测出这个民族如何穿衣带

CD H egel . The Philosoph y of H istory (New York. 1956) , p. 53. 

® H einrich Wolfflin. Re-naissa nceand Baro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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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如何盖房起屋，如何日常起居，直至他们的宗教、艺术，以及他们的精神面貌 。 ”(j)

有句老话叫“一叶知秋＂，说的正是如此，不过被应用于文化研究之上 。 总体而

言，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喜欢在早已知的结果上展示出自己的阐释才能，而不是甘

冒犯错的风险，去挑战新证据。

六、风格观相学

风格的整体理论确实很有诱惑力，但其方法基础远非无懈可击 。 确实，个人和

社会集团似乎都展现出某种整齐划一却难以看清的面貌。一个人长相如何，如何

穿衣打扮，又如何说话写字，所有这些都融为一体，化为其个性的具体形象 。 可以

说，所有这些都是其个性的表达，有时我们更可指出更多的内在关联（假定其存

在），以证明我们的看法合情合理，有事实依据。＠ 不过， 心理学家都清楚，将一个表

征的意义扩大到所有表征之上是极其危险的做法，即便我们对那个表征所属的传

统和出现的境遇有着彻底的了解，也不能完全消除风险 。 假如对传统和境遇的了

解尚有欠缺，根本不会有哪个心理学家敢匆匆做出诊断 。 然而，心理学家望而却步

之处，集体风格的诊断者们却昂首阔步闯了进去 。 © 我们常常会发现，他们的论证

是在原地兜圈，说某个部族的艺术风格静止、僵硬，其精神面貌也必然静止、僵硬 。

旁证越是少，此类诊断就越是容易为人所接受，如果它出现于某种极性对立的系统

之中，就更是如此 。 比如说，文化的静止与运动相对立，或意识的直觉与理性相

对立。

无论在历史学中，还是在入类学中，这一程式的弊端显而易见 。 波普尔＠在《历

史主义的贫困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 一书中对文化整体论做了深入的剖析

和强有力的批判，集团活动的这个方面和那个方面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 。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能由风格入手，就某一集团的某些传统和习俗做出一些

假设 。 前文中已提到其中一种可能 。 不可否认，确实存在着一些极度因循守旧的

CD Heinrich Kulka , ed., Adolf Loos , Das Werk des Arch itekten ( Vienna , 193 1) . 

(2) T. H. Pear, P ersonality, Appearance and Spe动 (London , 1957). 

CD Gombrich, Meditations 0 11 a HCJb/Jy Horse and Other Essays 0 11 th e Theory of Art ( London , 1963) . 

＠ 波普尔 (Karl Popper , 1902— 1 994) ，英国奥地利裔哲学家 。 一—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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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和社会，在一切领域中抗拒变革；也存在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社会（例如我们这

个社会），对实验本身推崇备至少 或许有人会提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产生出

不同的风格特征 ：静止不变的社会珍视手工结实、技艺精巧的艺术 ． 而流动不居的

社会则总是喜欢尝鲜．哪怕毫无技艺可言。 可这样一种总结和前文批判过的种种

观点一样，也要受到许多限制 。 如果把毕加索的画同中国守旧派大师的画放在一

起 ，并没有什么共同标准可对二者做一番度量。 正如前文所提到，对表现性的评价

建立于对境遇选择的了解之上。 20 世纪的艺术爱好者或许更看重创新，而中国的

观众则会选择技法娴熟的作品，而非技法新颖的作品 。 相同的道理也体现千社会

的一些主导价值观之上，例如对于奢华的喜爱与拒斥 。 何谓奢华？ 不同时代和不

同的人群给出不同的答案 。 虽然如此，还是可以说， 15 世纪对时尚趋之若赘的欧洲

宫廷会喜欢材质昂贵、色彩绚烂的绘画，而一位虔诚的加尔文教教父则会想都不想

把同样的画丢出窗外。此种基本生活态度确实在同一时期多种艺术形式的风格上

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

甚至还可以提出，某些社会价值（例如，英国人自古以来对低调的钟爱）会影响

到手段的选择，进而影响到不同领域中手段和风格的选择 。 例如，建筑中喜藏不喜

露，绘画中喜素不喜艳，音乐中喜欢平淡，不喜欢情感上的大起大落 。 虽然这种关

联确实有所依据，却也不难找出与之相反的例子 。 例如，维多利亚时期市政厅建筑

的艳俗，前拉斐尔派绘画中刺目的色彩，还有卡莱尔＠演讲中泛滥的情感 。

人们假定艺术可以“表现“出民族个性，实情却是如此，这种状况在所谓时代精

神中就更为明显了 。 法国的太阳王 (Roi soleil) CT>在凡尔赛宫处处体现出奢华和炫

耀，而在德国，与之同时代的莱辛则在精神气质上更倾向千内敛节制的古典精神 。

20 世纪的建筑中，讲求理性的功能主义大行其道，可同时还是能看到伯格森＠的非

理性哲学里尔克©的诗歌，还有毕加索的绘画 。 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摆布证

据，说其中一些体现出了”时代的精髓“，另 一些则“无关本质”，可能是昔日的残余，

也可能昭示着未来 。 可如此这般随心所欲地解释，结果往往削弱而非加强整体论

CD Mor、e Peckham, Man 's Ra g e fur Chao、 Biology , Beha vior and the Arts (Philadelphia, 1965). 

©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 1795- 188 I) ，苏格兰哲学家 。 译注

@ “太阳王”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 Louis XIV, 1 638— 1 7 1 5) 。 译注

＠ 伯格森 ( Henri Bergson. 1859— 1941 ) ．法国哲学家。一—译注

＠ 里尔克 ( Rainer Maria Rilke . 1 875- 1 926) ，奥地利诗人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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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设 。

七、艺术选择鉴别学

有些研究者认为，既可以避开描摹风格观相学的谬误，又不必回到古典修辞学

的老路上去 。 可有时，他们会发现，结果更糟 。 社会和时代分层法可为我们提供又

一套词汇，以供风格分析之用 。 其实，对于这种分层法我们并不陌生，在言行举止

上、穿着打扮上、家居摆设上以及品味嗜好上，我们相当 自信地运用社会分层法，以

把握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爱好取向 。 同样，艺术中的品味也被分为保守和先锋，阳

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 千是乎，艺术选择成了人的爱好取向的又一标志 ，也就不足为

奇了 。 可今时如此，昔日并非亦然卫 人们往往喜欢夸大艺术风格的鉴别价值，无

意中把现代社会的经验带到以往的社会中去 。

很可能，艺术的这种情形在法国大革命前尚没有明显显现，这场革命把欧洲政

治生活划分为左翼进步和右翼反动两大阵营。 理性的倡导者们手里紧紧棵着新古

典主义，而他们的政敌则在建筑、绘画甚至衣着上掀起一股中世纪复古风潮，颂扬

那个信仰统领一切的时代 。 自此以后，艺术运动就往往和政治信条攀上了亲家 。

库尔贝 ＠喜欢用劳动者做模特，描绘他们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也为库尔贝

赢得了社会主义者的称号 。 不少艺术家大声疾呼，虽然他们的音乐或绘画走向极

端实验，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政治观点也走向极端 。 可任凭他们喊破了喉咙，公众也

没听进去多少。© 批评家的术语加剧了艺术和政治的融合，甚至令情形更为混乱，

他们大谈先锋和艺术中的革命者国艺术家本入也要负上一定责任，在发表艺术宣

言时，他们往往模仿、抄袭政治人物的话 。

虽然说艺术作品中确实可读出我们这个社会的分裂，可要说只要看你别着什

CD F ra ncis Haskell , P a t ron.< a nd Painters : A Study in the Rela tion.< bet心如1 I ta l ian Art a 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he Baroque ( London and New York, 1963) . 

＠ 库尔贝 (Gustave Courbet , 1 8 1 9一 1 877) 法国现实主义画家。 译注

CD Gerald ine Pelles, Art, Ar1istsand Society : Orig ins of a Modem Dilemma ; P aint ing in Eng land and 

F ra nce , 1750—1850 ( Englewood Cliffs , N. J. and London. !963) 

© Renato Poggio li. Teor ia dell'arte d 'awng uard /,a (Bologna , 19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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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标志，就能看出你有着什么样的取向，未免有些操之过急 。 20 世纪 20 年代

早期，抽象绘画在革命后的俄罗斯风靡一时，这种艺术实验的反对者们和所谓“文

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对者们属于同一个阵营 。 可如今 ，抽象艺术在苏联巳遭到

鞭批，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被奉为新时代的健康艺术 。 战线逆转，抽象艺术

也可能在冷战中成了西方兵器库中的一件兵器，如今已成为表达自由的代表 。 例

如，波兰已开始容忍这种艺术形式的存在，这可不是件小事，其社会意义可谓深远 。

或许，研究者可从上面这个例子吸取两方面的教训 。 其一涉及社会理论的“反

射“特征 。 苏联既已立马克思版的黑格尔哲学为其官方哲学 ， 就必然要把艺术视为

社会状况的表达，舍此以外绝无他途 。 在艺术中搞什么离经叛道，惟陈务去，必然

被视为蕴含着反叛的可能 。 于是，其在理论上必然要投合大众的趣味，压制不同风

格 。 西方未受到国家宗教的侵害，不过，黑格尔的信徒在政客和批评家中依旧大有

入在，风格变化的政治解释依旧有着不小的市场 。 每当新的艺术或建筑潮流出现

时，我们的报纸总是喜欢问，它代表了什么，而不是问它在艺术上开创了哪些可能 。

第二个教训是，政治无孔不入，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 一旦人们提出此类问题，一旦

人们戴上徽章，挥动小旗，就很难无视社会的这一方面 。 如果一位波兰反共人士画

了一位肌肉饱满、满面笑容的拖拉机手，观众可能会为之摇首轻叹 。 不过，你也得

告诉画家，这种风格早已被他的政敌用滥了 。 题材本身无对错之分，可它被赋予了

政治意义，谁也不能独力打破这一鹰咒 。

上述两条启示强调了社会科学家在讨论风格时应当承担起的责任 。 无论任何

时候，观察者都有可能卷入到自己的观察对象之中，难以做到绝对公正 。

八、形态学和鉴赏学

显然，风格的鲜明特征建立于传统的基础之上，为传统的传承者所研习、吸纳 。

传统早已编存于匠人制作面具的每一凿、每一斧之中，编存于画家笔下的每一根线

条、每一抹色彩之中，也编存于作曲家对每个和音的安排之中 。 这一过程中，某些

特征凸显（例如，哥特建筑的尖拱、立体主义绘画的双面合一 、瓦格纳的半音），另一

些则悄然隐身，不易察觉，不是存在于个别特殊的成分中，而是表现为某些特征群

组的有规律出现以及某些成分的排斥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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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见到拙劣的模仿时，我们就会察觉到那些深藏不露的禁忌 。 我们会说，

西塞罗可不会如此这般结束句子，或贝多芬可不会如此这般变奏，或莫奈不可能把

这几种颜色混在一起 。 这种绝对肯定的陈述似乎大大限制了艺术家选择的自由 。

实际上，风格研究的一种方法就是观察匠人或艺术家受到了哪些限制 。 风格在某

些道路前亮起红灯，另一些道路则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那么个人究竟还剩下多大

的空间可供自由发挥呢？就像体育 比赛一样，情况各不相同 。 曾有人尝试以或然

率来研究和确定那些隐含的规则 。 如果听众对某首乐曲的风格十分熟悉，他随时

会意识到乐曲下一步会如何，期待或被满足，或者落空，此二者间的互动构成音乐

体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不出奇，听众的灵感可由数学分析加以证实，显示出特

定的乐曲风格中某一乐音组合出现的相对频率 。 。 当然，音乐是个孤例，其构成成

分有限，变化相对较少，由此得到的经验很难扩大到其他艺术形式之上 。 可即使在

文学风格的分析中，通过统计、分析词汇的顺序、句子的长度以及其他一些可见的

特征，统计形态学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卢 目前，尚无哪位研究者把这种方法系

统运用于视觉艺术之上 。 研究可从预期和实现的角度展开，这点是确定无疑的 。

面对一幅整体色调为棕黄色的伦勃朗作品，我们不大可能预期在被遮盖的画面一

角看到明亮的蓝色 。 真正值得疑问的倒是，这种感受有没有必要用复杂的统计再

确认一遍 。

风格有些类似于语言，也就是说，使用者可以完美掌握，却根本不知道其中尚

有规则 。 每念及此，形态科学研究的局限就显得尤为刺目 。© 凭勤修苦练掌握技

艺，最终成就一派之风格者（例如建筑师、园艺师 ） 固然如此，即便是技艺高超的制

假者、模仿者，甚至戏仿者也大都由内部掌握风格，直到毫无破绽的地步 ，很少会去

理会什么规则 。 乐观者喜欢说没有哪幅腮品可以永远不被揭穿，因为造假者不可

避免会加入一些自己时代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特点会越来越明显 。 可必

须看到，这是循环论证，真正成功的朋品是那些时至今日尚未被发现的质品 。 比如

<D Joel E. Cohen , "' Jnfo rmation Theory and Music," Behavioral Science 7(1962) . pp. 137—163. 

。 Alvan Ellega rd, "A Statistical Method for Determining Authorship, The Junius Letters, 1 769一

1772," Goth.enhu.rg Studies in English 13 (Goteborg, 1962 ) . Helmuth Kreuzer and R. 

Gunzenhause r, Ma thematik und D ichtung: Versuche zur frage einer e.1..ak/en Luera/U1'Wissenschaf t 

( Munich. 1965) . 

Q) Friedrich von Hayer, " Rules, Perception, and ! ntellig心lit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 emy 48 

(1963) . pp, 321 -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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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就有人对数尊号称出自古代的罗马皇帝胸像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认为它们实际

上出自文艺复兴时期匠人之手；同样，我们收藏的不少塔纳格拉陶佣和唐代陶马也

不能完全排除出自现代的可能 。 此外、有些照品是由于某些外部原因才被识破，例

如，使用了与真品的年代不相符的材料和工具 。 质品的成功也表明，对风格的掌握

尚无法超越心灵灵感的层次，大鉴赏家同造假者势不两立，可实际上，双方的机会

几乎均等。

面对一幅画、一首乐曲或一段文字 ，据称它出自谁之手．或出自哪个年代 。 鉴

赏家却可信心满满地说：不对．有问题 。 不应该怀疑鉴赏家的权威，可要是以为他

的话就是真理，绝不会出错，也未必太大意了 。 就曾有过这样的例子 。 某篇记在狄

德罗名下的文章由于风格的原因从文集中被删除 ． 可后来发现了手稿，又把这篇文

章重归旧位。当然，这仅仅是个案，要是有更多这样的个案曝光，鉴赏家的声望无

疑将大受打击 。 可即便如此，鉴赏家依旧胜券在握，至少到目前为止，直觉鉴赏依

旧大踏步走在风格形态统计分析之前，二者的差距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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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J夏皮罗等 常宁生” 译

这里的三篇文章是有关艺术史分期标准的 。 三位作者都是艺术史方面的

领军人物 。 夏皮罗的文章曾经是作者在 1954 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的一篇论

文的总结部分 。 《新文学史 》 1 970 年第 2 期将夏皮罗和詹森的两篇文章一起发

表，并同时刊出了贡布里希对詹森文章的评论 。

艺术史的分期问题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问题 。 夏皮罗的文章提出了历史

分期的几种方法及其相关问题 。 詹森的文章是对贡布里希文章的解读，并提出

了自己有关历史分期及如何使用的看法 。 他特别讨论了分期概念使用的规范性

与中立性问题 ， 并对哥特艺术作为一个艺术运动提出了假设 。 贡布里希的文章

具体评论詹森所提出的问题，并表示他不同意把哥特艺术视为 一个运动 。

一、艺术史分期的原则

［ 美J迈耶尔 · 夏皮罗

( 1 ) 除了数学上（按世纪或千年）的划分、史前人类的工具和带有阶段编号的遗

址名称外，时期的名称一般有三种类型 ：政治朝代型、文化型和美学型。第一种类

型的例子有：加洛林王朝的、奥托王朝的、都铎王朝的；第二种类型的例子有 ： 中世

纪、哥特式、文艺复兴；第三种类型的例子有 ：罗 马式 、 古典的、矫饰主义、巴洛克。

长 原载 N红心terary H istory 1 :2 ( Winter, 197( ） ） 。一译注

＊＊ 常宁生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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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类型的名称最初都包含了它所表示的一种有关艺术的理论。美学的名称要

更为普遍，但其他类型的名称能够保存下来，经常具有某种变化了的意义 。 我们现

在已不再接受“罗马式”和“哥特式”原来最初的意义，但我们在新的历史分期中仍

然在使用这些时期的名称 。

(2) 如果分期是约定俗成的，那么它就不是完全随意的或无效的 。 作为历史的

分类，它是一种将历史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上整理出一个连续系统的方法 。 这种方

法通过分组和分界，更清楚地显现和说明重要的相似性和差异，并且让我们看到一

条发展的线索；它也使与其他历史的对象和事件的相互联系在时空上得到类似的

安排，并因此而有助于解释这些历史对象和事件 。

(3) 同样的对象能够按照不同的方式来分类，所有的方法都必须是有逻辑的，

并符合我们关千对象事物结构的知识 。 因此，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时期分类法 。

正是这个问题和理论上的不同观点，伴随其普遍性的秩序和其特殊的历史分界，决

定了对一种分类方式的选择 。

(4) 由于发展是渐进的和不平衡的，因而艺术史分期在其分界上就必然是模糊

的 。 当我们试图详细说明最早的和最近的类型例证时，艺术的类型（在界定各种类

型中所引证的特殊作品上似乎显著的）就变得不太显著了 。 而且在一些时期中，还

有在形式（它反对按照一种共同的艺术要素来分类）上相互对立的风格。

( 5) 定位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单个作品不可改变的顺序，是独立于相互冲突的时

期概念之外的，而且作为一种基本数据和参照系对所有的理论体系都是共通的 。

无论普桑被称为巴洛克还是古典的，他的绘画作品都属于一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

而且这必然会对普桑艺术的所有阐释和解释给出种种限制 。

二、艺术史分期的若干问题

［美J霍斯特 • W 詹森CD

在《形式与规范》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恩斯特 · 贡布里希最近指出，”(在艺术史

(j) 霍斯特 · W. 詹森 ( Horst Waldemar J an郔on, 1913— 1982 ) ，俄裔美国艺术史家。曾为帕诺夫斯基的学

生 ，并曾在汉堡大学学习艺术史 。 1935 年在帕诺夫斯基的建议下移居美国， 1 942 年在哈佛大学获博

士学位 。 1941-1949 任教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 ．后任教于纽约大学 。 詹森的《艺术史 》在英语世

界非常著名，目前已经出版了第 8 版(201(））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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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每一个初学者所知道的风格和时期的序列……仅仅是一系列的标志 ． 这些标

志代表两种类型 ：古典的和非古典的＂ 。 贡布里希所列举的第一种类型是由古代、

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所体现的；第二种类型则是由罗马式、哥特式、风格主义、巴

洛克、洛可可和浪漫主义所体现的，所有这类名称（我们还可以加上印象主义和立

体主义）最初都是滥用的术语 。 今天的艺术史家已不再注意这些标签中曾经隐含

的正面的或负面的价值 。 “我们相信 ．我们现在能够以一种纯粹中性的和纯粹描述

性的意义来使用这些术语 。”但是，作者指出 ．这种 自信只有在我们不试图过分严密

地界定这些类型的限制时才能得到证明 。 而当我们尝试界定时，我们很快就会意

识到，在我们的分类方法和动物学家的分类方法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 ： ”在讨论艺

术作品时，描述决不能完全脱离艺术批评 。”因此在关千风格和时期的讨论中，我们

陷入了种种困惑中 。

当然，贡布里希是正确的 。 我们仍然在使用这些传统术语的事实（不过自从这

些术语最初流行以来其意义巳发生很大变化）就预示了一种智力上的束缚 。 毕竟，

虽然我们成功地消除了它们规范意味的痕迹，它们仍然把当时流行的分类和界定

凝结在艺术史 中，而且这样就阻止我们寻找其他选择的可能性 。 我们在当时都受

惠于贡布里希，因为他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玩弄的花招的限度 。 尽管贡布里希

相信．可以用“客观的标准”来评判正确的素描、均衡的构图、清楚的记述，以及作为

古典规范的人体美的展现这类事物，但我认为，我们也不能够指望玩游戏不使用一

些计谋（虽然我们可能很想用我们现在的一些或全部玩具来交换别的玩具） 。 尽管

可能会是那样．贡布里希论文的洞察力揭示了许多我们使用的关键术语中隐藏的

规范性影响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检查西方艺术中所有“风格和时期”的序列 。 （史前

艺术和非西方艺术也有它们自己的问题，其中有一些问题在乔治 · 库布勒Ci)的论文

中已被讨论过，但它们是另一种类型的问题 。 ）

文学史家 ，或不同于视觉艺术的任何其他专业历史学家（当他查看贡布里希列

举的术语时）大概都想要知道 ， 为什么艺术史 中这类术语比他所熟悉的自己研究领

域中要多得多 。 他还想要知道“风格”和“时期”之间的真正差异究竟是什么 。 这两

个问题并不是没有联系的，虽然乍一看来它们之间的联系可能并不明显 。 一旦我

们意识到贡布里希的“序列“远非完整的 （就他的意图来说，也没有必要完整） ，这两

CD 库布勒 (George A. Kubler. 1 9 1 2~ 1996 ) ． 美国艺术史家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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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紧迫了 ：它忽略了古风（还不是古典的）、希腊化（不再是古典的）

以及中世纪，这三个在起源上明显规范的术语，同样，它也忽略了产生千政治朝代

或文化实体的那些未被强调的术语，如罗马的、早期基督教的、拜占廷的、加洛林王

朝的、奥托王朝的等等 。 后面的这一组涉及在我们纪元最初的 1 000 年里西方艺术

的连续阶段 。 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跨度内并没有加载的标签出现，其简单的原

因就是直到 20 世纪之前，这段时间一直被认为是不值得认真关注的 。 在古风时期

之前的古代艺术任何阶段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标签 。 按照纯粹编年的标准来看，贡

布里希的规范类型仅仅包含了两个有限的区域范围 ：从公元前 6(）（）年到罗马人征服

这一时期的希腊艺术，以及从 1000 年左右到 19( )（）年的西欧艺术 。 两者都集中在

“艺术发展完美的高蜂“ 从伯里克利。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几个世纪的古典希腊

艺术中，和 1500 年前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艺术上。贡布里希本人只关心这

1 50() 年（前 500 年和后 1 ()()() 年） 的历史，却无视在总体上超过 5 ()()l) 年的历史，而

我们在那 5 000 年中能够追溯到西方艺术的一个连续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开始于

埃及的古王国时期 。 贡布里希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时段，是因为它们包含了西方艺

术史研究的传统核心区域，而且对他来说，在古典希腊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这两

个艺术高峰保持了客观的真实性 。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今天有许多人反对）后面这

种观点，我们都能够很好地理解贡布里希为什么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艺术的这

些”被强调的＂阶段；因为这种强调的本身，不管其有效性与否，已被无条件地接受

很长时间了，以至千在今天它巳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历史事实 。 我们习惯于称为古

典时代的希腊艺术已臻完美，我们并不知道是谁最先提出了这种观点，但可以肯

定，早在奥古斯都＠的时代这种说法就已被广泛接受。正如贡布里希所论证的那

样，普林尼和维特鲁威＠两人都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种看法，后来瓦萨里正是模仿

这两位罗马作家来叙述文艺复兴艺术走向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完美阶段的发展

过程 。 这种标准的观点也影响到我们关于古代重要作品本身的知识：被视为古典

时期的艺术作品远比其他时期的作品更为好看已为后入所熟知 。 即使原作被毁，

CD 伯里克利 (495B. C. - -+29B. C.) ． 古希腊政治家。 译注

＠ 亚历山大大帝C356B. C. - 3238. C. ） ． 亚历山大帝国君主 。 译注

＠ 奥古斯都( lmperator Caesar Divi F. Augustu~. I'J8. C. - 63 B. C.) ．古罗马皇帝 。 泽注

＠ 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 . 8118. C. - 15B. C.) . 古罗马作家建筑家和工程师。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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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也会像波利克里托斯0的 《持矛者》那样在大量的复制品 中 留存下来。相同的

态度也反映在两种艺术的现象一—古典主义（对古典艺术有意识地模仿）和古风主

义（出千特殊的目的对前古典艺术或纯粹蛮族的原始主义艺术的模仿）中，这些现

象从罗马（也许是从希腊化）时代起就一直伴随着我们。最终，相信古典的完美已

经歪曲了我们对艺术传统进化的看法，这个传统与希腊的遗产完全（或假定）无关 。

这样哥特艺术常常被认为在 1 200 年至 1250 年间法国哥特式和古典哥特式大教堂

上就已经达到了顶峰，这个时期出现在一个相当简洁的早期哥特式阶段之后和一

个持续到 16 世纪很长的晚期哥特式阶段之前。一些现代学者提到过古典玛雅艺术

或古典印度雕塑；某些特定的非洲黑人雕塑也已被普遍地称之为原始艺术的古典

例证 。 我们甚至还在反面的事物（例如一个古典的错误， a Classic faux-pas) 中发现

了完美的阶段，虽然在这里古典已经失去其进化的含义。

希腊艺术（或任何形成一种连续传统的其他艺术）力求使其潜能达到完美的实

现，然后就走向衰落，这种观念显然是模仿了个体的生命循环而形成的：一个相当

迅速的成长达到成熟 ， 后面接着是一种逐渐的但却更为明显的创造力减弱的过程。

正因为这种类比太简单方便了，因而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天真的 。 从生物学领域推

导出的一种更复杂的模犁似乎非常有必要，但仍然有待于去发现 。 而且，把一种类

似于人的生命过程强加于艺术的形式具有一个显著的优点 ： 它假定艺术形式的进

化是不可逆转的 。 这巳不能仅仅被说成是从伯克©和席勒的美学传下来的某种可

选择的方法，这种美学观将艺术史看作是一系列的钟摆，在像视觉的和触觉的以及

递增的和分裂的这样的对立两极间摇摆 。 贡布里希正确地指出了这样的图式方案

的缺点，并诉求一种自然开放的“完美主义” 。 不管怎样，生命循环的类 比毕竟是特

殊选择的 。 我们倾向于将它仅仅应用在我们认为具有高度成就的艺术发展时期

上；艺术史的其余（可以说绝大多数）时期并没有出现清楚明显的完美高峰。古代

埃及的艺术或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中就没有出现过古典的阶段，罗马艺术或早期

中世纪的艺术也同样没有古典的阶段 。 同时，我们从标准的生命循环模型中还除

去了具有突出艺术成就的个体艺术家 谁敢说伦勃朗或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是从

他们的成就高峰走向衰落的体现？

0 波利克里托斯（生卒年不详）．古希腊雕塑家 。 译注

＠ 伯克(Edmund Burke , 1729-1797) ，英国哲学家和美学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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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布里希并没有帮助我们解决这些自相矛盾的问题 。 当他警告像他所列举的

那些规范性强调的术语是不容易转化为中性价值的形态术语时，他并不想要我们

完全停止使用这些标签；确切地说，他反对“在这些人类历史的独特时期中所创造

的全部艺术作品……必然具有一些深刻的品质或本质，这些品质显示了哥特的或

巴洛克的表现形式的特性”这一信念 。 在艺术史家中，这种信念今天确实正在衰

退 。 但是 ．我们想知道，假如没有像哥特人或巴洛克人这样的事物，贡布里希又根

据什么理由把哥特或巴洛克说成是“人类历史的独特时期”？即使我们假定贡布里

希指的是“艺术史的独特时期“（并不必要与历史的其他领域中的时期相符合）， 他

的回答也很难使人满意 。 他提倡用他称之为“一种排斥的原则”来代替寻找共同的

形态特性，例如避开这样的愿望，即他所说的学术乃是所有当代艺术家们共有的东

西 。 当哥特和巴洛克最初确实是作为排斥性（例如设定了两种有别千古典的不同

方式）的术语出现时，我发现很难辨别出一种可以说是统一了所有哥特或巴洛克艺

术家的“回避愿望＂ 。 例如，认为鲁本斯和弗米尔两人都想避免与拉斐尔相似究竟

有多大意义？事实上 ， 鲁本斯（而不是弗米尔）确实想在某些方面与拉斐尔相似 。

夏皮罗已经指出，”在一些时期中还存在着相互对立的风格，在形式上反对按照一

种共同的艺术要素来进行分类”。 自 15 世纪以来 ，这已越来越成为真实的情况，而

在今天则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 但是在一个所给定的时间范围内，风格越是多样

化， 贡布里希的排斥性原则就变得越没有用处，所有的现代艺术家都想避免理论

化 。 这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他们拒绝理论化的不同方式，而我们真正感兴趣

的恰恰正是这些地方 。 研究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艺术史专家们并不是按照时期、风

格或学派，而是按照运动（例如印象主义 、立体主义、达达主义、波普）来分析他们的

主题的，这些运动只不过是被它们形态上和观念上的连续性而视为相同的，它们没

有一个能够支配或固定成为所处时代的”时期风格” 。 我认为，将哥特艺术视为一

个运动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也许它就是西方艺术史中可以清楚辨认出的最早

的艺术运动；这场运动开始在 1150 年之前不久的圣丹尼斯修道院，它以不同的速度

在每一个方向上传播，直到一个世纪后它已经改变了整个天主教西方的艺术 。 从

那时起哥特式的许多地域性的变体共同地形成了西方 200 多年的时期风格，这种时

期风格的显著特征并不是由一种共同的实质决定的，而是由于每一种区域性的变

体与法兰西岛的原始哥特式之间形态上的连续性所决定的 。 而且欧洲的其余部分

也都完全注意到了哥特式的起源；它是广为人们熟知的法 兰 西作品 (opus

183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艺术理论基本文献——西方当代卷

francigenum ) 或现代作品 (opus modern um ) ，同时也是第一个被其自己的实践者称

之为“现代的“风格。这样为了把哥特式界定为艺术史上的一个性质不同的时期，

我们就不需要这样一个排斥性原则（即使我们愿意假定圣丹尼斯修道院叙热院长

和他的工匠们是受到这样一种消极性目标的激励的 ） 。

令人惊奇的是，一些关于法兰西作品为最早的现代建筑的意识，似乎已经残存

在贬义的哥特式标签的创造中 。 埃夫莱姆 · 钱伯斯呀叭百科全书 》 (Cyclopaedia)

最初发行于 1727 年，在这部书的“哥特建筑“词条下告诉我们有两种哥特建筑 ：古代

的和现代的；前者是来自 5 世纪北方哥特人的建筑，它厚实、沉重和粗糙，而现代哥

特建筑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轻巧、精致和富丽堂皇 。 在“建筑“词条下，我们进

一步读到现代哥特式建筑风格受到了好几位法国国王（尤其是休斯·加佩和罗伯

特 ·加佩）的大力支持 。 最后，在“现代”的词条下 ，我们得知“现代建筑”这个术语

有时也被（虽然不恰当地）运用到“意大利的建筑风格，正像按照古代的规则那样”

和哥特建筑上；实际上这个术语应该被用来表示那种“既有部分古代的风格……又

有部分哥特风格”的建筑 。 在这里钱伯斯显然引用了不同的资料来源 。 人们一定

很想知道，作者当时所指的那种“部分古代，部分哥特式”的建筑物是什么样子；某

些 17 世纪法国的城堡和英国的乡村别墅可能会符合他的定义 。 至于“古代的哥特

式＂，显然指的是那种一个世纪之后被称为罗马式（错用了罗马人的名称）的建筑，

后来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把它同加佩时代（当时受到非常高度的重视）的哥特式建

筑区分开来 。

作为一个艺术史的标签，罗马式 ( Romanesque) 已具有了一段与哥特式非常不

同的经历 。 创造这个排斥的术语是用来表示哥特式之前的中世纪建筑，它包含了

700 多年的时间范刚内的各种风格 。 这些风格中较早的一些从那时起就已经分化

为中性价值的术语（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加洛林王朝的、奥托王朝的），因此罗马式

在今天是指那种与从 10 世纪到 1 2 世纪的大规模复兴雕塑相联系的建筑形式，它也

指在这 200 年跨度中的雕塑和绘画 。 但是其下限仍然较为模糊，而且其形态的特征

在不同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变化，以致关于一个罗马式的”时期风格的”概念比哥特

式更缺少连贯性 。 因此，艺术史上就一直没有提出要求罗马式艺术必须表现出不

0 钱伯斯( Ephraim Cham bers, 1680一1740 ) ．英国作家和百科全书编撰者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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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哥特人的罗马式人的精神实质；事实上 · 威廉 · 沃林格C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不久就写过《哥特艺术的精神 》 ( Geist der Gotik, 1 9 12 ) ，英译本用了一个误导的标

题《哥特艺术的形式》( Form in Goth/，c) ，沃林格在所有的罗马式和前罗马艺术作品

中都发现了某种“哥特精神” 。

如果哥特式（及与其在观念上有联系的罗马式）可能在风格上和时期上都仍然

具有意义，那么就更不用说贡布里希＂术语序列”中的另外两个成员（矫饰主义和巴

洛克）了 。 矫饰主义CTl ( Mannerism ， 来源于 maniera 一词 ．这个名词是 17 世纪意大

利古典主义批评家的著作中为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模仿者所起的一个带有贬义

的标签） ，是由马克斯 · 德沃夏克@ 1 920 年提出作为文学和视觉艺术上的一个主要

时期的这个时期介于文艺复兴盛期和巴洛克之间但又不同于两者 。 德沃夏克认

为，风格主义在其返回到精神的绝对意义和对感官性的厌恶上与中世纪和加世纪

都有一定的关系 。 经过 40 多年的争论之后，约翰 · 希尔曼＠这位最近的批评家试

图将矫饰主义定义为艺术（也是文学和音乐）史中的一个主要时期，认为它是文艺

复兴盛期的直接产物而且将其称之为“优雅的风格” 。 这似乎是一种拉开德沃夏克

宗派和还原论批评家（贡布里希、克雷格 · 史密斯＠）之间差异的尝试，对他们来说，

矫饰主义只是在文艺复兴盛期和巴洛克的间隔期间的几种风格之一 。 后面的这种

观点大概占有优势 。 巴洛克作为艺术史中包含了 17 世纪和 18 世纪一部分的一个

重要时期的地位，在不同的国家也有所不同 。 巴洛克在英国和法国（这个词最初作

为古怪和浮夸的同义词的否定意义至今仍然出现在当代的词典中）就没有被充分

接受；在美国和意大利（在德国的影响下）则要充分得多 ；而早在 1888 年德国就毫无

保留地接受了这个词 ． 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 》中，海因里希·沃尔夫林已讨论过巴

洛克问题，他认为巴洛克是具有其自身独特价值的一种时期风格，而不是一种文艺

复兴艺术堕落的后期风格变体 。 现在，艺术史家们有三种可选择的方法来使用巴

洛克这个术语：（ l ）作为艺术史上与文艺复兴同等重要的一个时期；（2）作为文艺复

兴范围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被认为是一个“大时代“（这里用一个欧文 · 帕诺夫斯

CD 沃林格 ( Wilhelm Worringer. 188'1—1965) ，德国艺术史家。 一一译注

＠ 又译作风格主义 。 译注

＠ 德沃夏克 ( Max Dvorak. 1874一 1921 ) ，德国艺术史家 。 ——译注

＠ 希尔曼 (J ohn S hea rman, 193 1一211113 ) ．英国艺术史家 。 译注

＠ 史密斯 (Cra ig Smyth . 19 15 - 2006 ) ． 美国艺术史家。—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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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所提出的术语）的文艺复兴中最后的一个主要阶段，文艺复兴把中世纪与近代分

开（在这个参照框架中，其重要等级相当千哥特艺术）；（3）作为在 1600—1750 年间

出现的几种风格倾向中的一种，这种风格以鲁本斯、贝尼尼和皮埃特洛 · 德 · 科尔

托纳CD等人为代表 。 第一种选择倾向于认为巴洛克人不同于文艺复兴入和哥特人

（在 1913 年的著名讲座中，沃尔夫林要求用与文艺复兴”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巴洛

克），巴洛克的精神实质被认为不仅体现在艺术中，而且也体现在文学和音乐中，要

说明这个实质需要有伟大的创造性来处理抽象概念，而且要非常审慎地选择例证 。

第二种选择更为朴实，出现的困难也少一些：它提供了一个从 16 世纪到 17 世纪的

发展特定的连续性，而且与其他学科历史的分期较少发生冲突，然而甚至这里也存

在一种不易被说明的关于形态一致的内在假定 。 只有第三种选择才使我们可以公

开承认，要把乔治 · 德 · 拉图尔、普桑和皮埃特洛 · 德 · 科尔托纳 （这三位画家是

在三年内相继出生的），集中到一个共同的焦点上有多么困难 ；但是，它提出了关千

如何来给所有那些处于这种严格的巴洛克定义之外的艺术现象分类和标注的问

题。 在理想上，这样的标签应该传达出相关艺术作品的某种美学特性 。 然而从过

去的经验来判断，这种标签有可能仅仅是在赞成或反对的激烈批评辩论中被创造

出来的，这样它就被自动地”加以强调了＂ 。 价值中立的、纯形态上的标签似乎只有

在装饰品（例如皮革制品）的领域中才能被创造，并保留下来。寻找可用在 17 世纪

非巴洛克风格上的术语的艺术史家，大概就是这样借用了政治史（安娜女王时期、

王政复辟时期、路易十四时期）的术语，并使它们具有了与它们所能够适应的相同

的形态学意义 。 如果它们的接受能力常常总是太有限，那么这些政治朝代的标签

至少具有抵制膨胀为整个时期风格的功能 。

那么，什么将是我们在未来所追求的术语体系呢？只有一件事我们也许可以

肯定 ：对艺术史家来说，当新的运动出现在艺术舞台上时，还将会有更多这样的术

语来应付这些运动，艺术史家们似乎也没有能力提出任何其他种类的标签 。 对过

去的艺术来说，被规范所强调的分类大概也会生存下来，但它们是作为具有更为明

确的限定边界的风格而不包含一切的时期 ． 而且它们所残留的标准含义也将会更

加中性化 。 当艺术史家们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从未有过这类术语的非西方艺术领域

时，它们相对的重要性可能将会减弱 。 我大胆地提出希望，这种倾向也将会推动在

＠ 科尔托纳 (Pietro de Cnrtona . 15% 1669 ) ． 意大利艺术家。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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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学术研究和其他历史研究学科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和相互依存 。

三、对詹森论文的评论

［英］E.H．贡布里希

编辑先生，感谢你寄来詹森的论文让我发表意见 。 恐怕现在我没有时间来撰

写一篇内容更为充实的评论文章，因而只能写一封短信，但无论如何我想要说，我

非常高兴地看到他认为我的观察意见很有用 。

也许，我可以用詹森教授关于非西方艺术领域的结论性观点，来作为我的出发

点 。 我不仅同意他的看法，而且我还认为，我们也许可以从这种西方和非西方风格

的比较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 简洁地说（而且我必须要简洁），我认为我已经在《规范

与形式》中讨论过的”被强调的＂术语体系在西方并不是偶然出现的 。 西方的艺术

（或西方艺术的巨大范围）因为它对技术上进步的关注（当然这是整个西方文明共

同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也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据说迥异于部落艺术 。 这种

关于进步的历史在古代（普林尼、昆提良奶和文艺复兴（瓦萨里），已经根据技术的

发展向我们介绍了时期的划分，即根据绘画中的透视缩短、光影、线形透视、油画或

钢筋混凝土 Cferro-concrete)发现之前和之后来进行划分。一种根据这样的发明或

发现的时期划分在战争史（火药、核武器）和科学史（哥白尼革命、孟德尔奶 中是我

们所熟悉的 。 艺术史所表现的特性 至少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并不完全是

进步的事实（关千这点在西方以外也有许多例证），而是我所称的技术进步的“两极

化的“影响 。© 的确，某些特定的技术革新也会由千各种不同的原因而遭到抵制，而

在艺术中拒绝运用透视正像我们所听说过的那样，也是同样的情况 。 这里我愿引

用我曾在普林斯顿的斯班塞 · 特拉斯克讲座上的一段话，我在这段话中精确地讨

论了关于审慎的“原始主义”问题：

0 昆提良 (Marcus Fabius Quinti lianus, 35一 1(）（）)， 古罗马修辞学家。一—译注

＠ 孟德尔(Gregor Mendel, 1822- 1884) ，讲德语的西里西亚科学家。一译注

＠ 参见我的论文《风格论 》，载《 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 ( 1 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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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现的理念与一种选择的评价有着极为复杂的密切关系。这正

好可以找到一些关于伟人之平凡的例子 。 我们可以发现温斯顿 · 丘吉尔 CD 的

性格的特点和表现就是他总叨着一支 雪茄 ，而蒙哥马利 ©则是一个不吸烟的

人 。 但是朱利乌斯 · 凯撒未必是一个不吸烟的人 ， 尽管他没有吸过烟。我们

应该合理地看待他的情况，因为我们必须知道当时烟草还没有出现。发明的

特性 ，包括各种技术的发明 ， 就是它们增加了选择的范围 ， 而且伴随着选择 ， 也

许还有某些诱惑。

如果我是正确的，西方艺术总是存在于人们可能称之为一种力场 Ca fi eld of 

force) 的事物之中， 一位艺术家的每一种选择都会参考其他人已经做出的别的选

择 。 因此，它不是偶然的，在描述这个力场的历史中，我们也运用了两极化的排斥

性术语 。 确实，甚至在西方传统范围内也总是一直存在一些时期和艺术家，他们相

比较而言游离千这个力场，我们称他们为“地方性的“艺术家，这并不一定是一种贬

义的术语 。 其可能的情况就是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我们本能地要求艺术家应该以某

种方式保持“一致” 。

认为同样的要求必须应用在所有其他的艺术生产上在我看来是没有道理的 。

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将会发现很难在其自身的＂力场”中给一件印度铜器或一块波

斯地毯确定一个位置 。 我们可能会赞赏铜器的精致或地毯肌理的效果，我们也可

能会珍视其纯粹装饰性工艺的表现力，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以理解一件蓬托尔莫©

或一件修拉©作品的方式来看待它 。 我还不敢肯定．这是否仅仅由于我们缺乏潜在

的参考知识的原因——也许根本不是 。

如果我是正确的，那就确实有可能来讨论艺术中的“不同时期” 。 例如，当进步

的问题几乎或完全不受怀疑时，西方艺术自身的历史可能就会显示出这样的一些

时期来 。 但甚至在那里 ，也不是我曾在一篇（还未发表的）论文中所称的＂批评的问

(J) 丘吉尔 ( Wins ton church业 1 874- 1965 ) ．英国前首相。一译注

＠ 蒙哥马利 (Berna rd Law Montgomery . 1887一1976) 英国陆军元帅 。 一译注

＠ 蓬托尔莫(JacOJ)O da Pontormo , 1494— 1557) ．意大利艺术家。一一译注

＠ 修拉 (Georges-Pierre Seurat . 1 859一 1 89 1 ) ． 法国印象派中的点彩派画家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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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Q)这些问题控制着这个时期并迫使艺术家们去附和这些问题 。 无论在何处这

样的一个问题成为主要的因素并引起所有参加这种艺术游戏的人的注意时，我们

就可以称其为一个“时期“，或一种力量的附属领域 。 卡拉瓦乔的自然主义就是这

样的情况，还有印象主义也是如此 。 你可以拒绝它，但你很难忽视它 。 与其他批评

家不同的是 ． 我相信在艺术中发明也是重要的因素。

不用说这样的＂力场”并不一定与编年的时期相符，但它必然会引发问题和消

除问题。 我们在时尚上可以看到这点，正像我们在风格中所看到的那样 。

有价值的问题常常是关于“各种运动”的战斗 口号，而且我在其他论文中也已

指出 心在我看来，这些运动对那些有兴趣于某种艺术和精神史单一研究方法的人

来说，似乎是最有希望的研究主题 。 这里顺便提一下，在我和 H.W ． 詹森教授之间

有一点小小的分歧 。 我并不认为哥特建筑真正发起了一场运动，它也许只是一种

技术革新和一种时尚的混合物 。 相 比较而言，文艺复兴很明显是一场运动，这个运

动在文学、修辞和艺术中提倡一种特殊的风格 。 这种风格虽然不是无所不在的，但

它确实波及许多领域 。

＠ 参见《名利场的逻辑：在时尚 、风格 、趣味的研究中历史决定论的替代理论 》 ，该文发表在《卡尔 . R． 波

普尔的哲学 》（ P. A．施尔普编《 当代哲学家文库 》中的一种）一书中 。

＠ 参见《探索文化史 》 ， 《菲利普 · 莫里斯 · 德尼克讲座(1967) 》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9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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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 J 豪瑟 著 杨建国译

阿诺德 · 豪瑟 (Anold H ausser , 1892一1978),

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和艺木理论家 。 1 918 年

毕业于布达佩斯大学，荻博士学位 。 1919 年赴意大

利开始研究艺术史， 1920一1925 年旅居德国柏林，此

后移居维也纳，加盟维也纳人电影公司 。 1 938 年为

了躲避纳粹迫害远赴英国， 1941 年应德国社会学家

曼海姆的要求，开始撰写皇皇巨著《 艺术社会史 》。

1951 - 1957 年任利兹大学教授， 1957—1959 年为美国布兰戴斯大学客座教授，

后返回英国 。 1 978 年逝世前不久，豪瑟曾重返匈 牙利，接受了匈牙利科学院荣

誉院士称号 。 豪瑟著有《 艺术社会史 》《 艺术史哲学 》《矫饰主义：文艺复兴的危

机与现代艺术的起庥 》《 艺术社会学 》等 。

本文是豪瑟《 艺术社会学 》的 一部分，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艺术史角 度，

对“为艺术而艺术”这个现代主义时期流行的艺术观念进行了批驳 。 作者坚

信，任何艺术都必须对社会和人生有用，艺术存在的理由是为了满足人们和社

会的需求 ， 所以并不像一些现代艺术家所宣称的那样，艺术只为艺术自身 。 豪

瑟发现 ， 艺术中存在一个悖论，用传统艺术理论术语来说，就是内容和形式的

复杂关系 。 两者既是一对矛盾 ，又是密不 可分地统一在一起的 。 所以豪瑟认

关本文英译本节选自豪瑟的《艺术社会学 》 ( Sociology o_f Art) ，英译者为肯尼斯 · 诺斯科特(Kenneth

J. Northcott ) ， 刊登于 Critical Inquiry 5: 3 (Spring, 1979) . pp. 425-440 。 中译本根据英译本译

出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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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艺术而艺术”不过是偏执于这个矛盾的形式一方而忽略了内容，这种偏

向会导致艺术完整价值的缺失，据此他提出了“本真的艺术作品”(au thentic

work of ar t ) 的概念 。 在豪瑟看来，本真的艺术作品是关注人生的意义、价值和

生存目标，而这些就蕴含在艺术的形式之中 。 所以，对本真的艺术作品来说 ．

”为艺术而艺术“决无可能 。

与“为艺术而艺术”( ! 'ar t pour / 'a rt ) 相关的诸多问题构成了社会艺术学中至为

棘手，却在许多方面却又是很重要的一组问题 。 对于这些问题做出怎样的回答，关

系到社会艺术学这门学科的科学性诉求能否站得住脚 。 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立

场，就必然视艺术作品为封闭的系统，任何超越其边界的行为，无论形式如何，也无

论后果大小，都会给作品的微观环境带来扰动和危害 。 设若果真如此，就根本谈不

上从社会角度去确定作品的意义和意图了 。 有一长串间题需要回答 ： 艺术作品的

精髓和价值存在于其内部结构和表现手法中吗？ 也就是说，存在千作品各部分所

占的比例和相互关系中吗？ 更具体地说，它存在于栩栩如生、变化多端的视觉形式

和音响形式中吗？存在于和谐优美的结构和充沛喷薄的活力中吗？ 存在于恢弘壮

丽的色彩中吗？ 存在于如音乐般高低起伏、抑扬顿挫的语言韵律中吗？或者，换一

个方向，艺术作品的精髓和价值存在于其功能之中，存在于它所体现的规律之中 ，

存在于诉求和信息之中，存在于解释之中，存在于对人生的批判和纠正之中 。 换言

之，艺术中仅仅作用千感官的感性形式是否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本身既

不在作品之内 ．亦非纯审美领域所能襄括？ 一言以蔽之：艺术究竟是以自身为目

的，还是实现自身之外的目的之手段？

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来看，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不完全重合；同样，艺术作品

的艺术价值同其所能承担的社会和道德义务也可能存在着矛盾 。 一幅画有可能在

技巧上毫无挑剔，在其他方面却并无建树；同样，一部小说也可能技巧精湛，却丝毫

不掩饰轻飘浮躁的人生态度，在社会意义上更是腐化堕落 。 通常而言，一件艺术品

对社会有用与否，是否具有道德上和人文上的价值，这些问题与作品本身谈不谈道

德毫无瓜葛 。 艺术作品的社会、道德和人文意义既不在作品的主题之中 ，亦不在作

品中的人物和行动之中，更不在作者明白表达的意图中，而是在于一丝不苟的创作

态度中，在于人生的睿智与严谨的作风中 。 长话短说，在千心灵的成熟中，艺术作

品正是带着这样一颗成熟的心灵去面对人生的种种问题。 如果某部作品意义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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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分量不足，并不是作品所描绘的人物或事情有可质疑之处，而是因为其作者在

面对人生之任务时舍本逐末、无中生有，故而令人误入歧途 。 这样的作品对人生现

实难有正确的认识，使之自欺欺人．自取其辱 。 反对“为艺术而艺术“ ． 也就是反对

浪漫主义的信条 。 浪漫主义宣扬逃避人生的责任，远离存在的难题，我们却要说 ·

要与这些责任和难题相碰撞，相和解 ． 让它们成为人生的朋友，而不是凶恶的对手 。

各种文化结构均有一种相同的倾向，即从源头情境中独立出来，成为自身的目

标，走上对象化、形式化、最终物化的道路 。 它们由人际间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工具

演化为抽象的价值（一些人眼中 · 它们是历史的丰碑；另一些人眼中，它们是拜物

教） 。 还有比艺术作品更好的例子吗？在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它由交流思想、召

唤情感激励行动的工具逐渐成为形式的复合体，只能由形式本身，从内部入手，才

能做出解释和评价 。 ”为艺术而艺术”之所以能用理论炮火猛轰艺术功利论，其根

本原因就在于，艺术作品确实可完成上述转变 。 艺术作品确实可被视为独立的形

式结构，对外封闭 ，内部完满， 一切动因皆可在与内部相关的基础上加以解释 。 因

此，”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徒坚信，艺术作品的心理和社会起源 ． 以及它要达到的道

德目的一概无足轻重，可有可无 。 从起源或目的上对艺术作品做出解释，这种做法

遭到猛烈扞击，它不单没有解释艺术作品的内部结构 ． 更将其隐藏于迷雾之中，或

歪曲得面目全非 。 它把注意引向作品的各个成分，而不是展现出这些成分如何相

互界定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

艺术自主论者坚持认为，艺术作品的心理起源无足轻重，谈论其社会效果更是

毫无意义 。 这些主张与浪漫主义艺术观相吻合，即艺术家仅仅是作品的创造者，与

其他一切都无关 。 现实中，这样一位艺术家根本不可能存在，恰如没有哪个读者或

观众仅仅被动接受艺术印象 。 只有学童和花花公子才会在社会真空中创作，他们

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最纯粹代表 。 真正成熟的艺术家总是要投身入社会的激流

之中，自已发声的同时亦总是在为他人发声，总是为人生之种种难题而蹙眉深思．

没有所得即笑逐颜开 。 他们的艺术作品所影响到的不仅有他们自己，还有他们身

边的普通大众 。 有时，事实并非一清二楚地摆在眼前，这主要源于一个矛盾 ： 一方

面，艺术作品从来都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要满足这种社会需

求，艺术作品又必须具备自身的审美特性，具备只属千其自身不可再分解的价值 。

因此，艺术作品既满足了社会性需要，又表现出自给自足、不可再分的特殊品质 。

信奉“为艺术而艺术”的人可容不下这种矛盾，不仅否认艺术在社会和道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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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用，更否认艺术有任何实用功能。蒙塔莱。说：“如果文学只是被人读懂，那就

没有入写诗了 。”不仅如此 · 更有人怀疑，艺术是否拥有足够的能力 ，能明白无误地

表达出各种情感和体验 。 爱德华 · 汉斯立克勺生《音乐手记 》 ( Von musikalischen 

Schonen ) 中说，音乐与周围一切具有情感和理想内容的事物的关系都是含混而未有

定论。一定程度上，音乐的这一特点也适用千其他艺术形式。音乐的内涵无法转

译为音乐之外的其他任何形式，文学的内涵也完全依赖于语言，锁定于词语和句法

结构中；同样，绘画的内容也无法转译，只能捕捉、呈现千视觉形式中 。 作曲家以曲

调思维，画家所凭借的是线条和色彩，诗人则是词语、修辞和韵律 。 上述内容似乎

不容置疑，但它们并非全部。艺术作品的内容只能充分表现于某一特定形式之中，

除此之外，艺术还有一种内在的价值，这种价值倒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与具体形式

无关 。

有一种观点认为，各种艺术媒介不只是独一无二 ， 更是均质连续 ， 没有任何内

部断裂和冲突，这样一种观点至少可部分归咎千”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 。 如今，需

要对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加以纠正 。 这样一种观点把形式从艺术的整体结构中独立

出来 ，更时常把形式置于浓浓的抽象迷雾之中（例如纯视觉、纯音乐、纯语言表达） ，

搞得朦胧模糊，难识其庐山真面目 。 ”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徒往往会说 ， 这种形式不

可分解，不可转换 ．更不可替代 。 将千姿百态、五光十色的现实转化为连续而均质

的艺术媒介，原本令人迷惑不解的存在多少重新回到人的革握之中，可这决不意味

着存在已被穷尽其极 。 艺术创造将纷繁复杂的现象再现于相对简单而朴素的平面

之上·由此对存在做出解释，但不要忘记，这种解释并不全面，且具有形而上的特

点 。 艺术家从混乱无形的物质经验中创造出感官上和谐统一 、质地坚实的客体，在

这一过程中 ·艺术家决非仅仅在观察，如何将光怪陆离的物质经验装入以这种或那

种感觉器官为基础的同质艺术范畴之中 。 将感官上断裂、孤立的现象转化为连续、

统一的层面 ．这仅仅是艺术征服混乱的手段之一（当然，这是艺术最突出的手段） 。

对于艺术而言，如此这般的均质连续内部结构非常重要，然而却并非必不可少 。 如

同完整性 (comple teness) 和圆满性(finality) 一样，统一 ( unity)并非所有艺术形式必

不可缺的组成部分 。

CD 蒙塔莱 ( Eugenio Mon tale , ·1 89(,- 1 981) ，意大利诗人和作家， 1975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 译注

＠ 汉斯立克 ( Eduard Hanslick , 1 825- l'JIJ4) ，奥地利音乐评论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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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 · 利伯曼©有一句名言 ． 画得好的白菜比画得差的圣母更有价值 。 圣母

像惟有画得精美，才能有价值， 也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 。 然而，就如同将所有艺术

价值都归结为连续均质、内在和谐的媒介一样，利伯曼的这句话并不全面 。 紧接着

这句话后 ， 还应当指出，一幅精美的圣母像所能取得的成就，任白菜画得再精美，也

望尘莫及 。 毋庸置疑，绘画的水准是评判一幅画价值高低的标准，可这样一来，画

的主题又如何能够占据更高的位置呢？ 换言之，如果圣母像令或任何人的形象本身

就具有特殊的价值，又如何能容忍绘画水准在价值评判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呢？

显然，这里存在着不和谐之处 ． 人之形象和绘画水准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有着各

自 的价值 ，谁也无法取代另一方 。 在一个领域内重千千钧，未必就能保证在另一个

领域内不会轻如鸿毛 。

这种不和谐可体现于同一个形象之上。一件艺术作品就像一扇窗户 ． 人们可

以透过它观察世界，却丝毫没有留意到横在自己和世界间的窗户的性质， 比如说，

其形状 、色彩、玻璃窗格的结构 。 不过 ·人们也可以把目光回收 ， 不再关注窗户之外

的形象和意义，而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窗户之上卢 这样一来，艺术总是向人们呈

现出两副面孔，而人们则在这两副面孔间摇摆不定 。 有时，人们视艺术为感官游戏

的华彩，自给自足，同现实没有丝毫瓜葛 ； 有时，艺术又被视为现实的倒影，同人的

体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帮助人们感受和理解现实，对现实做出评判 。 从纯审

美经验的角度看，内在和自足的形式似乎对于艺术作品至关重要 ， 可如果这种内

在 、 自足的形式同周围的一切都脱离了干系，它只能创造出彻头彻尾的幻象 。 幻象

当然不是艺术作品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对千艺术作品的效果也常常是无足轻重 。

艺术反映现实，一向如此，亦将继续如此，但它同现实的关系灵活多变，距离时远时

近，时疏时亲。 一方面，艺术要远离现实才能存在；可另一方面，它又包容于现实之

中 。 艺术不单反映现实，更摒弃现实、代替现实 。 艺术不断指向所反映的真理 ， 从

而赋予反映的意识以生机活力，这原本就是艺术精髓的一部分 。 但凡本真的艺术

就必然指向现实，不少最重要的艺术更是直接讨论人的存在，坦然面对人生的种种

真实难题和任务 。 这些作品的目的决不是令读者和观众麻木不仁，亦不是蒙蔽他

们的双眼，让他们无法认清事实真相，或者低估现实的意义 。 本真的艺术作品从一

Q) 利伯曼 (Max Liebermann . 1 847— 1935) ，德国画家 。 译注

® Ortega y Gas求1. Lad小human /，之acion del arle ( Madrid. 1925 ) ,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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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扞击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欺和幻觉；本真

的艺术从头至尾都指向审美领域之外的某个点，以之为最终的目标 。 本真的艺术

所考虑的早已超出了自身的形式和幻象，而是要回答同时代的种种入生问题，理解

催生出这些问题的社会环境 。 如何从人生之中发现意义？ 我们又如何才能加入到

这种意义之中？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中，我们如何才能活得有尊严？活出个入

样来？

艺术究竟是自给自足的形式，或是表达诉求、陈述观点、传递信息的工具？要

回答这个问题，倒不必去看作者本人的态度 。 任何重要的艺术作品都多多少少同

时具有这两种功能 。 即便作品对现实的再现带有至为强烈的政治或道德偏见，一

样可被视为纯粹的艺术，有着纯粹的形式结构 。 当然，前提是作品本身在审美上确

实有所建树 。 另一方面，作品无论多孤立、怪癖，甚至作者本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实

用目标，一样具有社会批判的潜力 。 但丁。热衷于时政，可这并不妨碍人们从审美

角度欣赏他的《神曲 》。 福楼拜0公开追求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却也同样可以从社

会角度对他的《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做出解释。福楼拜自视为不动情

(impassib山te) 的”为艺术而艺术”之代表 。 他相信，只要最真实地呈现现实，不加任

何粉饰删节、道德说教，就可以做到“为艺术而艺术” 。 然而，他在自己的大多数作

品中虽声称不动情，却一样传达出一整套人生哲学 。 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从道德

角度来看，他的这套人生哲学都是带刺的玫瑰 。 尤其是《包法利夫人 》，可以看出，

小说有着明显的目的。整部小说就是对浪漫主义人生观的严厉批判，揭露其虚假

的理想（追逐情感泛滥，猎狂悖理，从自我中寻求满足），把浪漫主义人生观的谎言

一条条摆在读者眼前 。 这样一种人生态度不仅扭曲了心灵，更扭曲了现实；人不应

该逃避现实，而要直面现实，接受现实 。

本真的艺术体验首先要求形式要引人入胜，技巧要近千完美，声色之感官效果

要做到立竿见影，弦响鹄落 。 艺术要呈现出自己的特质，完成种种功能，其总前提

就是要有成功的形式安排。一切艺术皆始于此，尽管许多艺术并不止步于此。 没

有令人满意的形式，又谈何去完成审美之外的任务？艺术效果自有审美门槛，或者

0 但丁(Dante A lighieri , 1265-1321 ) ，意大利诗人 。 译注

＠ 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 - 1880) ，法国小说家。（（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均为福楼拜的长

篇小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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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形式底线，惟有跨过门槛，越过底线，作品才能跻身于艺术之林 。 当然 ，仅仅跨过

门槛尚不足以将作品送入艺术王国的核心 ，推上王国中心的顶峰。一切从社会角

度、道德角度以及人的角度来看真实和正确的东西，都只能实现于成功的艺术形式

中 ，这不是价值上的取舍，而是艺术之本性使然。 社会和人道价值假如不能融入成

功的艺术形式之中，无论其价值再高，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也等于零 。 当然，艺术作

品中形式先千内容并不意味着一边倒的唯形式论，而是恰恰相反，意味着艺术家必

须掌握形式．从而将内容转化入形式之中 。 进一步说，内容的价值优先并不会削弱

形式的重要性，因为这里所谓的内容只能在特定唯一的形式之中才能得到充分表

达 。 不仅如此，在表达的过程中，形式上的任何一点点变动都会波及内容，令其有

所不同 。 艺术家何以为艺术家？并不是因为他们描绘了什么，力推了什么，褒扬了

什么，而在于他描绘、力推、褒扬的具体方式之中 。 然而，要成为一名艺术家，这就

要看他准备为什么而奋起，又准备为什么而施展自己的才华了 。

成功的形式乃艺术效果之根本前提，而内容的分拭又是评判形式有力与否的

标准，这仿佛是一条悖论 。 不断有人尝试将形式与内容合二为一，以摆脱这一悖

论。 但将形式与内容合二为一，至多也只能表明二者密不可分，并不能表明二者同

源连根 。 即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将形式和内容合二为一也会产生出不小

的问题 。 马克思主义认为，形式和内容的分离始于劳动分工，然而在艺术中．形式

与内容所承担的功能与劳动分工完全扯不上任何瓜葛，因为艺术中形式与内容的

分离并非出现于特定的历史时刻，而是自始至终都是审美辩证过程的一个阶段 。

艺术中形式与 内容的综合并不能完全取消二者的对抗，只是将其暂时搁置起来 。

人们假定，在形式和内容之间存在着不分你我的中间状态，并以此为中点，将思想

的形式原则同感性物质、普遍的人性原则调和到一起 。 不同的人对这一中点有着

不同的叫法，歌德称之为“象征阶段“(the symbolic stage) ，黑格尔称之为 ＂个别性”

(the particul a r ) ，卢卡奇则称之为＂典型 ”( the typica l ) 。 相对于形式与内容合二为

一的观念，所有这些都是折中称谓 。 人们原打算以合二为一的观念跳出形式与内

容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 ，从而令艺术创造有机统一 、不可分裂的神话获得新生 。

内容和形式实在有天壤之别 （谁还能想到什么比此二者的差别更大），偏偏又

谁也离不开谁 。 艺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抹平二者的差别，调和二者本性中的冲突，

其本身不妨定义为内容与形式间的张力 。 从来没有哪件艺术品只有内容，或相反，

只有形式 。 福楼拜想象可以写出一本没有对象、没有内容、只有形式的书，可这只

196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关于“为艺术而艺术”

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 恰如席勒叨听说：”形式永远无法摆脱内容 。咬）一切艺术品都

以其形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样，哪怕是再原始朴素的形式，要想取得艺术效果，

也离不开内容表达与形式之间的张力 。

形式准有同所要表达的内容取得了联系，才能取得成功 。 实际上 ，其成就大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要表达的内容 。 然而 ． 形式也绝不是主题的附庸，某些形式固

然一开始就会因为不合适而被排除在外 ，但任何一个主题都可由多种形式加以表

达，很难说孰优孰劣 。 严格地说，艺术家说什么就体现千怎么说之中 。 例如，某位

现代艺术家的表达“深奥难明“，那么他深奥难明、断裂破碎、混沌无形的语言形式

本身就是他所要表达的主题的一部分 。 虽然如此，该艺术家依旧要让读者清晰感

受到，他有话要说 ·虽然他所说的话混沌无形，难有明确的所指 。 莎士 比亚要是把

哈姆雷特王子的＂恋母情节“(Oedipus compl ex)说得一清二楚，这部剧也就不是那

么回事了 。《 白痴 》©中，米什金侯爵到底爱上了娜塔斯娅 · 菲利波伏娜的什么地

方，也只能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为标准，作者写多少，我们就信多少，难以妄加

揣测 。 至于卡夫卡©笔下的故事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恐怕作者本人也不比读者

清楚多少 。 毫无疑问，在真正的艺术中，内容和形式相互拥抱，融为一体，很多时候

读者或观众确实很难说清自己所面对的究竟是内容还是形式。 物质成分首先展现

于形式手段中， 同样，形式也首先显影千物质成分的背景之下 。 显而易见，艺术 的

目的就是令内容和形式无需中介，直接相遇，令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和表达的媒介水

乳交融，不分你我 。 尽管如此，艺术同样也意味着内容和形式要有所不 同，更准确

地说，使内容原则和形式原则相契合 ，相适应 。 至千说内容和形式水乳交融，无分

你我这不过是一种形象的比喻 。

内容一旦有变 ，形式也不可避免会发生变化 。 关于荣誉、道德 、 责任的新观念

可能彻底改变戏剧的形式，对世界的新认识也可能导致小说由史诗脱胎而出 。 尽

管如此，形式依旧在物质内容之外，既不能归结为内容，也不能由内容中推导而出 。

形式中或许也包含着某些自发的成分，但相对于自发性，它依旧是一条沟、一道坎，

0 席勒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 ch von Schill e , 1 759—1 8I15 ) ， 德国诗人、戏剧家 口 一－译注

CT) Schill er . ·• Uber di e Asthct i 、che Erziehung des Mcnschcn" ( briefe 22), Sam111tLiche Werke . 12 vols. 

(Stuttga rt and 氏rlin, n. d.), pp. 8 1 一86.

＠《 白痴》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royevsky . 1821— 1 88 1 ) 的长篇小说。 一一译注

＠ 卡夫卡(Franz Kafka, 1 883— 1924) . 奥地利小说家。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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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说是自发性的对立面 。 形式与内容相生相克 ， 因彼因是 ， 密不可分，最终

口 二为一。 感受和物质固然重要．形式成分亦不可缺少 。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而这

个悖论所存在的根本结构正是辩证过程 。 在发展过程中 ，内容和形式相互激发 ，相

互深化 。 内容中某些成分被筛除，剩余部分便可清晰呈现出来 。 与此同时，形式也

达到完满 。 形式与内容的发展并非单一指向的过程，而是不断提问、回答 ，再提问、

再回答 。 问题益发复杂，答案就益发深远；前提益发精细，成效就益发微妙 。 这原

本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如果将其说成一方融入另一方，不但什么也解释不了，更

遮蔽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 虽然形式和内容可以相互影响，却决难相互转换 。

完全有理由去问 ． 如果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 、但丁的《神曲 》 、塞万提斯°

的《唐吉诃德 》失去了其道德内容，它们将萎缩成一副什么模样？同样 ， 也应当想一·

想，如果它们除了道德意义外一无所有，我们又会如何看待它们？形式与内容确实

密不可分 ． 可这个标准答案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 艺术中形式大获成功 ． 内容却无

足轻重的例子数不胜数；相反 · 全凭内容的分量而成就艺术价值的例子却鲜有所

闻 。 一首具有艺术价值的诗可能格律工整、对仗严谨，可格律再工，对仗再严，也未

必就是有价值的诗，更不要说有高度价值的诗了 。 莱辛©的名句“米诺斯和帕西芬

的女儿”(La fi lle de Minos et de Pasaphae) 即便仅听其音也颇为令人沉醉，可一旦这

句诗被抽出其上下文，即便在舞台上原封不动地朗诵出来，也难现原作的风韵 。 这

种风韵蕴含于作品的具体环境之中，体现于作品中各个要素的相互关联中 。 语言

韵律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却远非全部 。

德加曾质间保罗 · 瓦莱里心为什么你满腹锦绣思想，却没有写出什么真正的

好诗？ 瓦莱里回答道：诗是用字句写成的 ． 而不是用思想堆出来的 。 瓦莱里的回答

或许是对诗歌本质最透彻的说明之一，不过也尚未穷尽此中深意 。 诗始千词，却绝

不止于词 。 写诗由词始，读诗亦令词在心中自鸣，然而，诗歌亦发自内心情感，非词

语可尽言 。 众所周知 ．再好的诗一旦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不可避免会丧失一些十分

宝贵且时常是不可替代的部分，虽然好的译文亦可创造出新的宝贵成分 。 然而，所

谓“原文“本身不也是一种“翻译＂吗？ 这其中确实大有可商讨之处 。 换而言之，作

＠ 寒万提斯( Migue l de Cervantc~ Saavedra . 1 5➔ 7一1616 ) ． 西班牙小说家 。 ——译注

＠ 莱辛 (Gouhold Ephrai m Lessing. 1729一 178 1 ) ， 德国戏剧家 。 一－一译注

＠ 瓦莱里 (Paul Valer y . 178 1 1 9➔5) ． 法国诗人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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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最原始的思想在原诗中已然面目有所不同，而原诗译成他国语言时，其语言形式

又进一步遭到更易 。 安德烈 · 纪德CD有句常说的话 ： 人们常常有最美丽的情感，却

写出最鳖脚的文学 。 同瓦莱里一样，纪德对唯形式论的捍卫可谓寸土必争 。 纪德

的话较之瓦莱里似乎更容易接受一些 ， 因为他对所有的情感一视同仁，认为它们都

与艺术无关，无论美丑 ．不辨真伪 。 按照纪德的话，”词语”作为形式原则，与“思想”

相对，代表着绝对的审美特质 。

区分艺术手法和内容意义有着悠久的历史，显然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艺术风

格之中 。 这种区分似乎也引出一些看法，即艺术是自身的目的，尽管当时这种看法

还处于萌芽之中，但在此之前，艺术一直被单纯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 。 可以说，在

此之前，任何艺术，无论其具体形式如何，都是应用型艺术，是巫术和宗教的糜杖，

亦是上感天地鬼神，下牧万千蒸民的手段 。 直到古希腊时期，艺术方才部分成为无

功利的形式，成为自为的艺术，成为美的艺术 。 人与人之间开始出现意见分歧，与

此同时，原本浑然未分的世界认识也分化为文化的各个不同领域——实用现实领

域、宗教伦理领域、哲学科学领域、表现装饰和艺术领域，各领域间的缝隙在不断扩

大 。 然而，文化的个别领域，尤其是艺术领域，从未从实践整体中彻底解放出来，人

们时不时为重温昔日统一 、闭合的宇宙大观而付出努力 。

真正的艺术作品从不呈现于纯思之中，也不是被动接受，产生出审美形式的

“无功利“愉悦 。 纵然是没有具体对象和概念内容的纯音乐，其结构也决非“纯粹＂

形式，它一样可以在感受的主体性中唤起某种倾向，令他以更直接、更开放的态度

去面对人生命运；它一样也带来人文和道德挑战．同一切真正的艺术一样，也呈现

出一幅存在的画像 。 这是一张有意义的画像，亦是一张实现了自身目的的画像，这

张画像之中，存在被征服千人的掌握之中 。 然而 ，没有哪件艺术作品永远紧跟生

活，寸步不离 。 审美形式之外的社会和伦理动机对艺术作品的影响无论有多大，它

们也要暂时搁置起来，这样才好让艺术作品释放出其艺术效果 。 在科学的发生与

发展过程中，类似的搁置同样必不可少 。 科学家同样需要把自己从各种实用功利

的目的中解放出来，一心追求他们心目中的终极目标 ，惟有如此方能找到发现真理

的方法 。 在艺术领域，这样搁置实践 ， 或者说把各种社会功利和目标暂时放到括号

中去，会来得更为激进，不过．同科学一样，艺术与实践的关系只是暂时搁置，而决

0 纪德 ( Andre Gide . 1 869~ \951 ) ．法国小说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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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被连根铲除 。 或许，它被遗忘了；也或许，它被隐藏了起来 。 可在现实的反映之

中，它永远是重要的一个部分 。

某些活动所产生出的形式可以仅凭自身满足感官之需，例如猴子画 的画，它们

被称为“自我奖赏＂，此类活动在真正的艺术创造中不容小觑 。 然而 ，如果所有的动

机仅仅在于感官满足，艺术家对千自己的作品完全没有兴趣，就像画画的猴子一

样 ． 一画完就扭头而去，那他不过是在发泄过剩的精力（在生物学意义上），或者在

倾泻心中的妄想 （在游戏论意义上） 。 简而言之，这种行为同”为艺术而艺术”十分

接近 。 整部艺术史中 ｀此类“游戏”形式之缺陷的实例可谓延绵不绝。要驳斥”为艺

术而艺术”和“游戏”理论，最适合的例子莫过于画家大卫的创造活动 。 无论在社会

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大卫都堪称楷模，他的作品中艺术价值和时间价值总是和

谐统一。 他的作品越是扎根千社会活动之中 ， 越是明白无误地起到宣传作用，其艺

术水准就越高 。 大革命期间，他一切活动的中心就是政治，也正是在这段期间，他

完成了《 网球场誓言 》 ( Oath of the Tennis Cour( ) 、 《 马拉之死 》 ( Death of Marat ) 这

样的旷世杰作，达到他艺术生涯的巅峰 。 即便是后来 ，为 了迎合拿破仑的爱国主义

宣传，他要完成种种实用功利性很强的任务，他的作品依旧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 然

而，流放布鲁塞尔之后，他与政治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为艺术

而艺术”的艺术家，可他的艺术发展却受到严重阻滞 。 当然 ， 大卫的例子并不等于

说所有的艺术家都要思想激进，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惟有如此方能拿出优秀的作

品 。 可它至少也表明了实用功利和短期目的并不一定会阻滞、破坏重要作品的

出现 。

人生有许多问题更在艺术之上，例如意义、价值、生存的目标等等 。 面对诸如

此类的问题，入们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又是如何给出自己的答案，所有这一切非但

同衡量艺术成就高低的形式标准密不可分，更常常一早已蕴含于形式之中 。 当然 ，

谁要是想从巴赫的赋格曲或者塞尚的风景画中直接寻找形式之外的答案，恐怕 是

白费力气。 对于像格莱兹。这样的画家，或者柴可夫斯基气这样的作曲家 ，倒不难将

其艺术上的平庸归结为形式上的琐碎 。 可面对巴赫或塞尚这样的大师，又该如何

解释其音乐的普遍意义呢？谁要是斗胆从两位大师的作品中寻找入文意义，最后

＠ 格莱兹( 」 ean-Baptis te Greuze. 1725-1 805 ) ． 法国画家 。 译注

＠ 柴可夫斯基 (Pyotr ll yich T cha ikovsky . 1 840- \ 893) ，俄国音乐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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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只能是毫无意义的比喻和含混不清的言辞 。 两位大师的艺术同样回答了种

种必须回答的人生问题，不过，答案已完全融入其作品的形式结构之中 。 结构不单

解决技术性问题．回答该如何将既定的素材组织为一体，更能掌握住混浊不清、时

常令人误入歧途的经验，以及种种难以名状、杂乱无序的情感 。 重要的艺术作品

中，存在被涤除了混乱、偶然的色彩，原本七零八落、各不相干的残片被拼缀到一

起，呈现出结构清晰、意义鲜明的图形 。 如果不是时时做出调整，以消挕矛盾，映衬

和谐，如果不把艺术作品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压制下去，而是任其发展，那么隐藏

千它们背后的危机迟早会爆发出来 。 当然，化解矛盾，缓和张力不单意味着艺术家

本人已彻底战胜了恼人的混乱，他在形式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不单影响到他本人，更

远及作品的读者或观众 。 此时，作品具有一种清心寡欲、照之以明的力量．其之千

读者或观众的效果绝非形式自身所能企及 。 从一件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一种力

蜇和意志，以抵抗把生命连根拔起，令其四分五裂的危险 ；同样，要对一件艺术作品

有充分的感知，同样也需要读者、听众或观众的勇气和决心 。 无论是谁，只要他真

正走近一件艺术作品，必然会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他达到了艺术所提出的要求：正

视自己，正视人生，自知以知世情，自明以守恒常，以思想之光照亮自我和环境中的

朦胧与灰暗。显而易见，艺术家所确立的＂秩序”已不再单纯是审美和形式上的成

就，更是道德上的成就 。 秩序既不可能出现于单纯的形式感官中，亦不可能为形式

的纯感官体验所穷尽 。 作为形式结构，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是对“为艺术而艺

术”的驳斥 。 艺术传达出道德诉求和人文信息 ． 但这并不等于特别推荐什么，或公

开禁止什么，而是召唤人们采取更为严肃、沉稳、理智的态度，面对世界，面对人生 ，

也面对与人共处所意味的一切 。 艺术向我们提出挑战，要求我们做出改变，可它既

不依靠直接律令，亦不依靠抽象的思想形式，而是使用有声有色，可为感官所捕捉，

令感官欣悦的具体形象。 里尔克留下《远古阿波罗裸躯残雕 》 (Archaic Torso of 

Apollo)这首诗，以象征艺术的价值和必要 。 我们“不认识他那闻所未闻的头颅＂，但

他的躯干却＂辉煌灿烂，有如灯架高悬＂ 。 他胸膛的曲线令我们目眩，而“膀腰的轻

旋也不会有一丝微笑涤向那传宗接代的中央＂。 这块巨石已面目全非，但仍如猛兽

之眼般闪闪发光，“像超新星那样摧溃一切束缚" 。 “没有一处不在向你注视“，一切

都显现出来，如水晶般晶莹剔透； 一切都在向你言说 ． 可言说的只有形式，只有曲

线、轻旋、猛兽的双眸，还有垂死时作惊天一响的恒星 。 这首诗中，诗人要表达的也

正是一切真正的艺术所蕴含的：你必须改变人生 。 这句话在整首诗中无处不在，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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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始终藏于字里行间，直到最后才说出来 。 诗人确信，我们不能再这样活下去，渴

望在我们的存在中实现阿波罗远古残雕所具有的严肃、秩序和魅力 。 艺术体验之

奖赏莫过千此 。

任何一部艺术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生活的理想和上下求索的形象；纵然画出的

是存在中至为阴暗的一面，作品本身依旧是愿望的实现，是传奇，亦是乌托邦 。 艺

术作品向人们展现出一个更有意义，更可为人所理解的世界，一个入生与存在和能

力更为适应的世界，惟有借助于艺术，方可一窥这个世界的样貌 。 即便是＂悲剧“,

同样可以令人生更美好，因为引领着悲剧的依旧是统一和必然，而在戏剧之外的现

实中 ，我们清楚地看到混乱和偶然 。 悲剧同样是一种理想，悲剧世界中，秩序原则

凌驾千一切其他原则之上，不可更易，不容触犯，与天地齐寿，抱日月长终 。 悲剧

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宿命，无论多么苦涩，也惟有接受；悲剧中所有人物的情

感、决定、行为皆出千必然，而非一时兴起．心血来潮，或干脆变化无常，诡谪难测 。

悲剧中 ． 英雄的评判标准从来都明澈清晰，不容置疑，无论在他人，或是在英雄自己

心中 。 正是坚定的目标和不变的标准令悲剧的世界整齐划一，令悲剧英雄表里如

一 。 悲剧英雄宁可失去生命，也绝不失去自我，只要他坚信此地应固守，便不会后

退半步 。 悲剧中最能看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不可行，以及艺术与道德和人文价值

的关联 。 悲剧之核心为“卡塔西斯”(cath ars is). CD也就是在劝谕观众，必须改变人

生 。 此为一切艺术之本 。

不过，有一点尚存在疑问：艺术的实用功能，即寓于其中的人文诉求和社会信

息真的能行那么远 ，以至于令审美特质仅仅成为感官诱因吗？ 视美为诱因，同样，

花朵之所以五彩综纷，果实之所以红艳欲滴，只不过是要吸引虫媒，无他耳 。 因此，

弗洛伊德句名艺术愉悦归结为一种性快感，在艺术的审美效应与实用功能的关系这

个问题上，他实在是太简单粗暴了 。 弗洛伊德把审美愉悦解释为一种“前快感”

( Vorlust ) ，为心灵释放内部的张力做好准备 。 不过，弗洛伊德本人并没有说艺术愉

悦一定要有解放心灵的功效 ，也没有说它仅仅是前快感 。 弗洛伊德仅仅是在解释，

审美愉悦可以完成某些功能，而不必为人所察觉，无论是其创造者，或是其接受者 。

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固然简单粗糙了一些，却同艺术的社会理论并非势不两立 。

0 卡塔西斯是亚里士多德解释悲剧效果的一个概念 · 意指“净化”或“宣泄＂ 。 译注

＠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 1939 )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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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艺术的社会理论，艺术家本人既察觉不到自己艺术的实用功能，亦无须做主动

追求；艺术不可避免要服务千审美以外的目的，而艺术家一定有着艺术以外的动

机，唯一的不同在于，有些人意识到了这种动机，有些人却意识不到 。

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可容得下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冲突，而艺术家与公众的

基础亦远超出特定的阶级和政治党派 。 拒绝”为艺术而艺术”并不意味着读者或观

众就要像狄德罗所说的那样，接受作者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同作品中的人物搞阶级

团结 。 作品中的人物与读者的关系或亲近，或疏远，那么究竟是什么令读者对作品

中的人物，以及创造这个人物的作者产生了兴趣呢？ 诚恳坦荡，心底无私；面对时

弊时如鲤在喉，不吐不快；以思想之光照亮生存的幽暗曲折 。 这些令读者有所感于

作者所描写的主题、所探究的难题以及他笔下人物的命运 。 此实为人之共同感受，

此即人文之要义所在 。 作者同受众在意识形态上的差距越大，就越要有卓越的才

华，才能打动受众，与自已达成心与心的交流。审美移情、团结一致、公众的理解，

这些形成一个异常错综复杂的问题，其结果如何往往涉及多种相互冲突的动机 。

有时，读者、听众、观众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方能对艺术作品有正确的认识；同样，人

在实践中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方能获得正确的社会态度，方能对自己的利益和

问题有正确的评估 。 作者的社会政治行为游移于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责任之间，

同样，受众的同情中也夹杂着朦胧的阶级亲近感和无数个人倾向和追求 。 艺术品

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被系于同一根意识形态绳索之上，不过绳索有时清晰可见，有时

若隐若现，有时甚至完全融入背景之中，隐而不现 。 最后一种情况下，只有遇到内

部或外部的强力抗拒时，意识形态之绳索才会凸显出来 。

任何艺术创造的背后都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尽管它可能遭遮蔽，受压抑 。 然

而，如果艺术家有意识地投身于某个社会政治目标，内心没有任何抗拒，那我们所

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了，更是一种忘我投入 。 艺术家可能会为不同的利益

集团做宣传，哪怕他自己对所宣传的利益集团十分陌生；他甚至会刻意歪曲真相，

扭曲正义，这些都不能叫投入 。 只有当艺术家与自己在作品中所宣扬的意识形态

合二为一时，他才能真正做到忘我投入 。 作者要做到与作品合二为一，其中涉及许

多复杂的因素，有些因素更是看上去互相矛盾，各不相容；读者要做到与戏剧或小

说中的人物感同身受，同样也涉及许多复杂的、冲突的因素 。 读者对作品的解释往

往具有层次性，由低向高逐级上升；意识每攀上一个新台阶，作品就会有更多风貌

展示在读者眼前 。 麦克白，可能双手沾满鲜血，又令人生厌；奥赛罗，既自大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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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李尔王，老糊涂；哈姆雷特，危险分子；安东尼，淫娃掌中的玩物 。 可他们都是理

想中的形象，代表着不可屈挠的意志和不可抵御的力量。 CD 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

了忠诚，尽管他们忠诚的对象可能问题重重，而他们 自己亦被重负压弯了腰 。 如果

发自内心的同清与意识形态、阶级团结之类的东西冲突起来，艺术品的生产者和消

费者之间的关系就更加错综复杂了 。 偏执的资产阶级会讨厌司汤达心福楼拜、波

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这样的作家，然而．这些作家虽然各有特色 ． 却又无一

例外与资产阶级联系密切，更没有谁在自己的作品中彻底否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

很难把“为艺术而艺术”问题干净利落地一举解决，原因之一是艺术作品在思

想范围、表现手法、社会功用等方面差距实在太大 。 文学作品中 ， 作者可以毫不含

糊地表达出某些利益、信念、承诺、行动，可换一种媒介，比如说，在美术之中，尤其

是在音乐中，上述一切只能间接出场，更常常巳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 不过，差别仅

仅在于量，而非质 。 文学中亦有一些无定形的成分，仅仅起到情感和装饰功能 ； 同

样，音乐中除了无明确思想内容的形式成分外，亦有一些成分超越形式的局限，具

有确定的人文意义 。 确实，很少有器乐作品能同某个特定主题挂上钩（就算有，也

鲜有高超之作） 。 汉斯立克就怀疑，歌剧在情感上是否真的丝毫没有含混之处。音

乐所表达的是某个范围内的情感，而不是某种具体情感，无需听歌词，听众也能感

受到作曲家要表达什么 。 例如，在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 》的第一幕 ， G 大调四重

奏响起，听众己感受到这部作品的崇高 。

不仅如此，对于贝多芬这样的大师而言 ，并非只有歌剧才能超越形式 。 斯特拉

文斯基©曾说过，拿破仑从未真正融入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 《英雄 》之中，贝多芬完

全可以寻找另一个动机，一样可以拿出同样的曲子 。 不过 ， 就算别的作曲家也以拿

破仑为动机，也决不可能写出 《英雄 》那样的曲子 。 无论是绝对王权，或是神圣同

盟，都不可能激发作曲家写出如此雄壮的不朽名作，因为它们的自由观存在缺陷 ，

入权观更是经不起推敲 。 不了解《英雄 》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就不可能彻底了解这

部乐曲，仅从乐曲的结构入手是万万办不到的 。 拿破仑和法国革命不仅存在千这

(j) 这几个角色皆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 。 一一译注

© 司汤达 (Stendha l , 1783-1842) ，法国小说家。一译注

＠ 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 1 82 1 — 1 867) ，法国诗人 。 译注

＠ 普鲁斯特(Marce l Proust . 1871 一 1 922 ) ． 法国小说家 。 译注

© 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 1882- 1971) ． 俄国音乐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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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乐曲的历史中，更构成了这部作品艺术存在的前提 。 无论听众知道不知道，那段

历史早巳同其创造者的思想融为一体 。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再怀疑，拿破仑

和法国革命将这部乐曲同非音乐的成分联系起来 。 当然，诱发这部乐曲的因素很

多，并非只有拿破仑和法国革命一项，但也不应否认在各种因素中，拿破仑和法国

革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确实，听众在欣赏音乐时，往往只欣赏其形式，这种情

况在音乐中要远远超出其他艺术形式 。 但千万不要为此所蒙蔽，以至于去否认音

乐中纯形式以外其他成分的意义 。 实际上，音乐不单可以情感崇高、成分复杂、精

神高贵，更可以或热烈、或狡厮、或诙谐，有时甚至是琐细、简单，亦不乏愚蠢与恶毒

之作 。 若非如此，为什么人们聆听瓦格纳的作品时，会如此纠结？还有谁能比瓦格

纳带来更大的感官剌激和更深的情感印记呢？ 艺术怎么可以既斤斤计较、吹毛求

疵，又冷漠超绝，视芸芸众生为一缕轻烟、一抹浮云？若艺术果真走上了这条路，结

果只能是浮夸与卑劣的奇异混合。

传统马克思主义往往严格区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其实，在艺术风格史

中，这两个术语的区别并没有那么大 。 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把“现实主义”界定为

以艺术反映生活和物质，体现出社会和人文意义的艺术流派；“自然主义”则被其界

定为伪艺术的典型，只关注表面现象，纠缠于偶然、非本质、转瞬即逝的特点 。 无论

从形式美学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艺术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如此区分两种艺术风格实

在是言过其实，且定义中许多词汇语焉不详，几乎没有实用价值。不过，仅从社会

人文的角度来看，倒也不能说这种区分没有一点意义 。 毕竟，它表明，即便不扎根

于现实，去把握整体处境，注入具有人文意义的内容，而仅仅是忠于现实的表象，这

样的艺术也不是不可能的 。 人自身也可以视为风景或景物的一部分；许多荷兰画

派的大师，以及塞尚也展示了，如何在风景和景物中加入人的精神气质，令生活更

为多彩，存在更为深邃 。 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现实主义者在物的世界中留下人的

足迹，自然主义者则把一切变成静物，把整个人类世界变成一幅风景画 。 那是一个

巨大的舞台，舞台上却空无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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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历史性与艺术史 ｀

［意J阿根著 周宪译

朱里奥·卡罗 · 阿根(Giulio Carlo Argan, 1909-

1992) ，意大利艺术史家 。 1931 年毕业于都灵大学，二

战后先后在帕勒莫大学和罗马大学任教，曾为古迹和

艺术最高委员会成员， 1973 年创建了意大利历史最悠

久的工业设计学院 ( lASA), 1976—1979 年被选为罗

马市长 。 著有《 艺术中的拯救与堕落 》《 意大利艺术

史 》《作为城市史的艺术史 》《 从霍迦兹到毕加索 》《 形

这篇文章从艺术史与艺术批评的分界入手，进入艺术史研究的诸多层面 。

作者认为，艺术史研究源于艺术本身的历史性，亦即艺术的可延续性 。 不同于

一般史或总体史的研究，艺术史属于专门史，不同的专门史合成为文明史 。 把

艺术史当作一个独立的专门史来研究，就必须证明它自身的合法性，这就涉及

何谓艺术的问题 。 作者在文中讨论了几种不同的思路，诸如艺术现象、视觉形

式、特殊的审美感知经验或诗意等 。 作者强调·艺术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人

类文明的其他方面交错，无法剥离 。 文章最后分析了技术和大众媒介的发展

对艺术的影响，作者认力，都市空间概念应成为艺术史当下研究的 一个核心概

念 。 最后，作者回到艺木史和艺木批评的关系上来，提出历史方法乃是统一艺

术批评和艺术史的唯一路径 。

＊ 本文译自米盖尔 · 杜夫悔纳 (M如I Dufrenne) 主编： 《美学和艺术科学的 当代主潮 》 (Main Trends 111 

Aes/he/tcs and lhe S,，比1 1Ces oj ArI) ．纽约赫尔姆斯与梅尔出版公司 1 979 年版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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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理论上说，艺术史与艺术批评的差异难以论证，但实际上在视觉艺术领

域中，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始终有别 。 乍一看来，方法的多样性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反映出来：我们可以写过去的艺术史，但批评的只是当代艺术，这也等于是把在历

史与编年史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异运用于艺术研究。但是，这种区别不过是幻觉，因

为事实上，如果我们是通过编年方式来理解所有当代艺术现象，而不是根据这些现

象的历史意义来选择，那么，我们所做的选择显然是建构艺术史方法论过程的一个

阶段 。 确切地说，它是由以下做法构成的，即先选择一组现象，然后再通过确定和

描述使之统一起来的关系，来证实我们的选择是合理的 。 属于过去的和属千现在

的单纯区别，不可能引向不同编年水平之间的差异，因为任何一件完成了的艺术作

品即便是刚刚完成，也属千过去 。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争辩说，艺术史是已完成的

艺术之批评而艺术批评则是正在进行中的艺术批评吗？我们无法判断尚未完成而

正在创造过程中的东西，因为判断是由证实艺术家已完成了他要做的事所构成的，

因为不可对能否完成尚不得而知的事物做出存在或不存在的判断，因为创作既有

可能以艺术品的存在而告终，也可能相反 。 由于一切事物都是自身存在的，所以我

们不能把存在的特点赋予尚在形成过程中的事物 。 对这种异议的回答是：任何艺

术研究都无法始于或止于存在或不存在的判断 。 然而有一种批评并不做出判断，

即是说 · 它并不把艺术作品视为已完成之物或属于过去之物，这只能是参与形成过

程和艺术实现过程的批评 。 也许可以说，这种批评概念是典型的浪漫式批评（波德

莱尔） 。 这种特征的批评必然起到某种辅助作用 ． 也即它并不打算在一般文明史参

照系中来写艺术史，它选择同艺术创造相同的目标，那就是生产艺术 。 当然，在这

种情况下，批评家并不去做艺术史家的工作，他的活动是艺术创造实际过程的一部

分 。 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很简单：要么批评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中所起的作用是多

余的武断的，因而最终是消极的；要么艺术批评可弥补传统方法的不足，即是说，

弥补艺术技巧之不足 。 历史经验证实了后一种假设 。 现代技术与手段的发展使传

统艺术技巧的低水平、落后和危机昭然若揭，自那以后，批评介入创造过程实属必

要 。 然而，如果批评是无判断的介入，而历史又是无介入的判断，那么两者便亳无

共同之处 。 因此，一旦我们排除了批评能够判断的可能性，因为批评关注的是处在

形成过程之中的事物而非业已存在之物，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确定艺术史的如下问

题，即它是否正确地进行判断，它如何做出判断．它为何目的而判断等 。

史学家的目的自然在千建构历史，显然，只有当“专门“史处于一般人类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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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中才是有效的 。 然而，诚如马克 · 布洛赫。所表明的那样，一般史只能是源

千各专门史构成要素结合而成的完整体（如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艺术史等），因

此， 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分门别类地描述同时发生并彼此混淆的种种现象 。 尽管

必须承认，某一些现象类型在不同时期和文化中具有主导的或核心的作用，但是我

们不能把任何一类现象视为绝对重要的因素，比如，把政治史说成是“真正的历

史“，而把经济史、宗教史和艺术史等说成是完全次要的、边缘的、补充的或说明性

的 。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认识到 ， 艺术史家的工作决不是说明艺术如何为解释政治

或社会现象提供有用的材料．而是只写出艺术自己的历史 。 只有写出这种被当作

文化史的一个独立分支的历史之后，才有可能研究这一分支与其他诸分支的关系 ，

进而描画出文明史的一般图景 。 不过，回到马克 · 布洛赫在其《为历史学辩护 》

(1949) 中所表述的思想上来，如果说史学家的著作是由一系列被发现某种关联的

现象构成的，如果说所探究的那一系列现象只是由“仍在延续＂的若干现象构成的，

那么，艺术史就没有存在的理由，除非艺术也是这类现象之一。 假如知道人很

快 也许是今天一一－将不复存在，那谁还会去写人的历史呢？当我们说只有延

续现象的历史才可以写时，接着必须立刻补充说，这也是为了使这些现象延续下

去 。 但是，假如说艺术史必然把艺术的存在作为终极目标，那就很难看出在什么方

面艺术史本质性地有别于批评的方法，后者介入了艺术的创造过程并作为一种辅

助手段 。 因此，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史学家把某种秩序引进混乱现象时，他还是假

定了这些现象中确实存在着某种秩序 。 如果史学家在不存在秩序的领域杜撰了一

种秩序，这种历史不过是一个天大的玩笑而已 。 即使我们忽略了口头或书面史对

发展中的事件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不过是人类决断和行动的记录），也可以断言 ，如

果不存在发现人类活动某种一致性或某种结构的可能性的话，历史将是毫无意义

的 。 这种一致性或结构正是称之为历史的东西 。 由此可以推论，艺术史只能在其

本身是历史的意义上来写，当我们力图 似乎批评也这么想一一界定艺术的特

殊性时，实际上是在界定艺术的历史性。换言之，对艺术现象的任何研究都倾向于

界定其相对特征，而不是绝对特征 。

所以，承认探讨和解释艺术现象的唯一方式就是史学家的方式，那就意味着我

们的研究必须根据诸多历史方法中的一种来行事 。 那么．哪种方法最有效呢？

0 布洛赫( Marc Bloch, 1885- 1 ')44) . 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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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家最关心的东西自然是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 。 很明显 ． 不存在着某种

相关性的诸种现象组合起来，就不可能形成一些范畴 。 这样来看，似乎存在着两种

可能性 ；要么从所有艺术现象固有的不变特质中抽取出某种关系，亦即一种结构上

的类似；要么从一种过程，亦即某些联系的动态发展中抽取出一种关系 。 结构主义

和历史主义0的对立最终又在艺术研究和其他领域出现了 。 然而正像在某些场合

中呈现出来的那样 ，这种对立既不是根本性的，也不是无法调和的 。 结果并不必然

是静止的，也没有理由不把历史视为发展的结构 。 我们知道，当代哲学的某些思潮

正在向艺术哲学或美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 即是说，这些思潮否认能给艺术这个

概念以理论上建议界定的可能性 · 尽管人们把这一概念用作确定艺术价值的一个

参照点 。 因此，艺术的概念为艺术的完整现象所取代 。 理解这些现象的唯一标准

是证实某一事实是否和如何整合到这一现象趋势中 ，或该事实是否和如何能有助

于成为一个系统 。 当然 ，这个能使视觉艺术用范畴来建构的唯一标准就是知觉范

畴：艺术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被感知 。 由千我们会知觉到许多不属于艺术的事物，所

以，指向艺术的知觉力图向我们传达某种非一般知觉所能给予的东西 。 这种意向

性可能在如下方面看到，亦即给予我们知觉的事物是被建构起来的 ，即是说，它们

以某些艺术技巧而建构起来 。 这些技巧因时因地而变化多端，因而不可能为艺术

创造设计出一种一成不变的图式 。 我们要确定的是把这些技巧转变为一个基本结

构的方式，以便能把它们同其他技术结构区分开来 · 比如农业、航海或军事科学等 。

技巧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同样的基本技巧可依据不同条件产生一件艺术品

或别的产品 。 比如 ， 倘若我们假定绘画的基本技法是由在表面铺排色彩而构成的，

那么显而易见 ，这种技术上的定义抹杀了房屋油漆匠与艺术大师之间的任何区别 。

此外，还应注意到，在上述两种情况下 ， 不仅技术而且目的也相同，因为都是一个经

由引入“审美”价值来修正的对特定外表的知觉这类问题。 从本质上讲，差异只是

量的方面 。 就绘画史而言，大师之作的重要性是不可或缺的，而油漆匠涂刷的墙壁

则无足轻重 。 使用“传播学”的语言来说，油漆匠的 “信息 ”不能激发兴趣，而大师的

“信息”则令人感兴趣。一旦这种关系确立起来，接下来就需要确定大师之作是否

被看作一个始于墙壁涂抹过程的终结点，或相反，油漆匠之作是否仅仅是大师绘画

的翻版甚至庸俗化 。 换句话说，此处要解决的问题与语言学结构主义专家们所面

0 历史主义 ( Histo rism ) ． 又译作历史决定论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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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问题一样 。 即是说，在一个符号系统中，审美所传达的是选择性的（在这个过

程结束时），还是直觉的（在开始）？更进一步，艺术是被视为文化精英的体现还是

一般公众的体现？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文化情境中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在通过

大众传播媒介来传递的大众文化中显得异常重要，然而，里格尔实际上在上个世纪

末就已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时，他区分了装饰艺术（社会的产物）和描绘的艺术（个

人的作品） 。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艺术史家对重要现象的选择问题 。 如前所述，他并不

想础定他所研究的每件作品（存在的或不存在的）中什么是绝对的，而只想确定那

些相对的事物 。 对他来说 ， 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作为结果或决定因素而包含在一系

列关系之中的作品 。 不用说，对关系的理解决定了价值判断，最典型的例子是“黑

人＂雕塑，长期以来它完全受制于一种种族的兴趣，只是野兽派Q)出现后，其审美价

值才被作为评价野兽派绘画的参照点，后来又被视为与野兽派绘画有关的一个

因素 。

能说艺术史家的选择就是对差异性特征的选择吗？我宁愿把这种选择称之为

对重要之物的选择 。 在艺术史家不予探讨的无价值作品中 ． 诚如人人皆知的那样，

最差的一类就是模仿伪造之作 。 无法否认这类作品在技术上仍属千艺术领域，或

客观地说，它们是属千艺术事实 。 这确实如此，以至千在历史建构中 ， 一部模仿之

作常常取代散失的原作 。 对此我们只能说这类作品很少有审美价值，因为它们依

赖于与其他作品的关系，所以将把它们归类千消费现象范畴 ， 而不是艺术生产范

畴 。 不过，艺术史家都不会忽略这类作品 ． 因为他深知，在艺术生产繁荣的时段和

地区，就会出现艺术的高峰 。 艺术史家用作历史建构支柱的作品总是一些最具有

”代表性”的作品 ．这些作品首先提供了某些价值 ． 或清楚地显示出价值，然后它们

就使提及其他作品成为多余的了，而在其他作品中，这样的价值又是以一种更混杂

和凌乱的方式显现出来，甚至是一味地被动重复 。 艺术史家面对的这幅图景总是

一时一地的艺术文化的一般图景，这与政治史家的情况一样，后者在论述在伟大男

女人物的行为中展示出某个阶段、社会阶层甚至整个民族的清绪与动机 。

如果我们承认历史研究涉及诸多关系 ，那么可以肯定 ，这一研究可以在不同水

0 野兽派 ( Fauve立法国 2{) 世纪早期的一个艺术派别．强调图绘和色彩 · 反对模仿和写实 ． 马蒂斯是野

兽派的代表人物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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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或不同范围的基础上展开 。 用各种事实和事件（无论它们是什么）来同化艺术作

品，这显然是最表面化和最局限的研究 。 这类研究总存在着从中发现外在信息和

文献的可能性、创作的时间和地点、各种环境和细枝末节等等 。 但是， 一旦我们抛

弃这种表面化的客观信息，我们便触及到艺术作品的起源以及使之诞生的过程 。

换句话说，它的结构化 。 这种被称之为“历史的”方法实际上不过是历史唯心主义

观念的产物，其目的最终在于确定作品的作者和时间，也就是将作品置于某位艺术

家或流派的活动这一非常有限的参照系中 。 这种方法的典型特征是通过直接或间

接的对比来探讨各种亲缘关系，但是，除了以一种个人表述方式来纯化这些亲缘关

系外，该方法不足以解释作品的深刻意义 。 由此可以推断，对那些以这样的观点来

描述作品起源的人来说，总是存在着两个层次：一是充溢于艺术家周围的文化，二

是艺术家个人的贡献，亦即他的艺术 。 如果巧妙而富有洞察力的使用这一方法（如

朗吉切，确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无法估量之物的空白，进而通过巳确立的和所产

生的作用关系，来解释作品超越文化资料的那些事实 。 这样来看，也许可以得出如

下结论 ：在某件艺术作品确定无疑地可以在一种文化关联中出现时，其辩证的活力

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类型，完全不同千其他文化领域中的作品 。

视觉艺术研究中最富有活力的种种趋势，无疑是此种基于著名的纯视觉性

(pure visuality)理论的研究，它把分析的焦点全部集中在形式方面 。 典型的例子是

沃尔夫林的研究 。 这一研究的角度极其重要，这是因为把知觉所接受的一切事物

都当作研究主题，而且是唯一的主题，这就消除了“纯艺术”和“实用艺术”，以及“精

英“艺术和通俗艺术之间的传统等级区别 。 这种方法论的实践在菲德勒＠那里找到

了出发点和理论上的证明，它的确导致了对那时视为边缘的广泛的艺术现象的探

索，诸如装饰、 日常建筑以及城市和乡村的手工艺品等 。 诚然，这种方法也有局限，

那就是它把艺术的概念直接等同于作为现实世界肯定性再现的形式概念 。 确实，

在这方面我们和沃尔夫林一样，达到了对各种符号系统精确的界定，然而，这些系

统中的每一个实际上都同特定时期对时间、空间的基本直觉相对应 。 艺术家的作

用也就是把业已存在的文化”视觉化＂，或者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艺术家齐心协力在

某些限制中创造文化，在这些限制中，一个时代的文化便建立在知觉这一感官经验

0 朗吉 (Pie tro Longhi. 1702一1785) 意大利画家。一一译注

＠ 菲德勒 ( Konra d Fiedl er . 1 84 1 —1895) ， 德国艺术理论家和艺术史家。一一泽注

211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艺术理论基本文献一一西方当代卷

基础之上 。 这一研究的积极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对作为文化现象的艺术现象的总

体证明而且还揭示了隐含在符号特性之中的＂认识论”内容 。 简而言之，它始终是

一种对语义分析的综合探索 。

在沃尔夫林的方法论中，艺术的再现和理性认识的领域一直是互为依存的 ，尽

管交流的符号系统有所不同 ， 后来， 帕诺夫斯基则扩大了艺术的范围，他一方面从

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中汲取灵感，另一方面又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采用了

荣格©对形象传播和变形的分析方法 。 帕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进一步在时间方

面拓展了诸关系的考察，而且这种考察的空间范刚也更大了 ，但重要的是．他提出

艺术起源研究的某种无限的无意识动机层面。由于帕诺夫斯基方法的出现，就完

全有可能揭示文艺复兴作品和中世纪作品的继承关系 ，尽管文艺复兴艺术家们肯

定并不熟悉中世纪艺术，但由于潜在传统的中介作用，他们的创作方法受到了中世

纪艺术的影响 。 同理，也可以通过一些下意识的动机，来揭示彼此远离而无直接关

系的图像学之间的深邃亲缘关系 。 显然，帕诺夫斯基的假说可以成为一个进一步

发展的论题，当他已决定把文艺复兴所带来的空间”理性”观念视为＂符号形式”，进

而视为一种特殊的图像学时，就已经预见到这一点 。 艺术的传统和形象的演变也

掩盖了各种文化因素一建筑类型、比例和“再现的图式 ”（参见贡布里希的近作 ），

以及属于一般文化和特定艺术文化的种种语义形式 ． 这些语义形式同通常体现为

“艺术创造“主要动机的创新相关，而这种创新被看作是超越一般性继承的“信息变

革”之例证 。 艺术与文化之关系的论题 或确切地说，作为文化结构特殊方面的

艺术这个主题一已为一些唯心主义学派的支持者们所接受，诸如福西永和文杜

里卢 当福西永着力探究与文化和社会未来有关的未来艺术形式时 ，文杜里则并未

超越唯心主义者的前提，押击艺术家特殊文化问题，亦即组合并调整以适应艺术创

造所要求的文化 。 文杜里所发展的＂趣味”概念（这个词来源千 1 8 世纪英国文学批

评），已经很接近指向艺术创造的文化意义上的“诗意”概念．以下将讨论这一概念 。

“诗意”概念是用于解释艺术现象的又一个基本范畴 。 艺术史家们都承认他们

关心的是诗意价值， 其研究倾向于忽略诗与艺术任何质的区别 。 如果我们把“诗

CD 卡西尔 ( Ernst Ca心re r. 1 874一 1945 ) ，德国哲学家 。． 一一译注

＠ 荣格 (Ca rl Gustav Jung, 1 875- 1 96 1 ) ． 瑞士心理学家 。 一一译注

© 文杜里 ( Lionello Venturi, 1 88 5—1961 ) ． 意大利艺术史家和批评家。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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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文化理解成其目标是审美创造的文化，如果在可以轻而易举地同化于大众传

播系统的当代文化参照系中，这种文化要求最低限度的模仿和最大限度的革新的

话，那么，也许可以推论说，就“诗意“文化必然以体制化或“因袭的“语义交流系统

批评为前提条件而言，”诗意“文化具有一种明显的批判结构和历史结构 。 即使我

们把艺术史家的作用限制在促进视觉交流系统的老化与更新问题上．限制在他们

某种程度的有限记录上，那也必须承认 ·艺术史家对诗意文化或艺术文化的发展和

建立有所贡献 。 此外，人们承认艺术家的特殊途径以及他们那特殊文化的运动状

态来源于他们的具体目标一一亦即创造出一种历史现象，一种内在的批判维度和

历史性，从那时以来，“诗意”这个概念巳被明确界定并广为接受了 。 因此，力图在

艺术史与参与性批评之间划出界限是荒谬的，因为假如我们能写出某一＂延续“现

象的历史的话，那么显然艺术史家必须从艺术现象是延续的这一原则出发，并假定

这一现象仍将延续下去 。 如果从理论上讲，每种艺术事实和当代文化框架内属于

艺术范畴的其他事实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话，那么，要在艺术史家对古代或中世

纪的兴趣，与批评家对当代艺术或正在发展中的艺术的关注之间划出一条界限，

显然是不可能的 。 所谓“正在发展过程中的艺术”·并不是指现在正被创作或制作

的艺术品，而是指处千演变过程之中的艺术文化情境，批评家以各种直接或间接

方式所影响的情境 。 然而，从文明的源头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一切艺术现象都可

以视为处于演变过程之中的独特情境，甚至现在，也可以看成处于危机状态的特

殊情境。因而可以断言，倘若审美因素将在未来的文化系统中消失的话，我们称

之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切事物都将失去其价值，迟早将返回到人所面临的虚无，

这恰恰就是这种现象是否会延续下去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是那些对视觉艺术感兴

趣的人思考的源泉 。 由千这一不确定性，并由千我们时代的科技文化使历史学陷

入了危机之中，所以许多人认为不能再把历史方法当作视觉艺术研究的“科学”

方法 。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论题 。 但有一点不能忽略，因为它直

接关系到艺术现象研究的可能性 。 我们巳经说过，艺术只能是某种目的的行为方

式之总和，我们也说到这个目的就是确定审美价值 。 即使不具体论述审美价值这

个概念意味什么，我们也会想到审美判断总是被当作内在于经由知觉而产生的我

们对世界的经验，但知觉却无法同造成知觉的某些条件相分离，特别是不能与人们

的丰富生活和他们的活动相分离 。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艺术作为审美经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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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总是同人类活动及其技术密切相关 。

人们不难发现，自工业时代改变了人类活动及其生产的结构以来，传统的艺术

技巧已经进入了一种危机状态 。 由于手工技术这样的技巧被视为一种属于过去的

价值，所以今天已不再可能谈论建筑、绘画与雕塑，也不再可能把艺术作品看成是

艺术对象 。 大多取法工业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的新材料和手段的实验，仍处于非

常不发达的阶段（是一些尝试而不是实验），所以无法给出未来可能性的明确看法 。

我们只能说传统技巧不但已显然枯竭，而且这些技术逻辑上发展的可能性现在似

乎也被排除了。一种激进的技术变化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艺术活动和其他活动领

域，对艺术活动研究的技术探讨必然集中在当代文化运转那不可否认的技术轴

心上 。

因此，问题与其说是艺术在一个技术和消费社会生存的可能性，毋宁说是有多

种信息与传播系统的大众文化格局中审美经验存在的可能性 。 可以肯定地说，在

一个“富裕社会”中，形象信息将变得越发重要 。 在都市化现象中，社会构想时间、

空间的方法必然会采取某种形式，某种外在形式 。 都市化现象本身不再从过去那

种价值体制化和神圣化角度来评判，而应从价值更新的角度 ，亦即真正的信息系统

角度来评判 。 假如审美经验在确立对现实的意识方面继续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就

不可避免地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支持 。 因此，我们也必须确定的是：大众传播媒介

只是传播已存在的文化之手段，还是以某种新的方式来建设文化的工具？是复制

的手段，还是文化生产的手段？完全可 以肯定，如果大众媒介用于历史文化，将会

引起价值的逐渐变质，更糟糕的是，导致价值的最终解体 。 显然，“信息“结构永远

不可能还原为＂支撑＂（媒介）的结构 。 因此，后者必将被认为是文化生产的工具，而

非文化复制的工具 。 如果”支撑“（媒介）具有建构而非破坏的功能，不必贬低一种

非常重要的文化材料 （史实），而必须给予不太重要的材料（新的事实）以价值。一

旦承认大众媒介具有建构和评价的功能，仍将要决定的问题是：（ 1 ）由这一功能生

产的价值是否仍然是审美的；（2）使得新事实的结构化和评价成为可能的运作与过

去艺术的运作是否有相似的意图和目的 。 目前尚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不管怎样，

是不可能存在两种不同水平的交往系统一一一种是为大众的，另一种是为精英的，

它们共存于大众文化的框架内，或共存于能够保持（像过去那样）人际交往的审美

文化框架内 。 只有一种情况存在 ： 或是由于其结构，一切交往在本质上是审美的；

或是审美成分不可挽回地被清除出未来的文化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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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指出，信息与媒介不可分离 。 媒介通过信息不停地传播自身的信息

价值、结构功能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力量 。 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社会，不再是建立在价

值控制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也就是说，不再是建立在价值的稳定性基础上的社会，

而是价值流通、价值不断快速更新的社会 。 通过赋予审美价值，过去的艺术把对象

的重要性看作是一种控制的符号，但现代美学研究只能给予信息一种审美价值。

必然的结果是，从技术的角度研究审美表征，因为技术处于活跃的文化系统的中

心 。 显而易见，研究的主题不再是生产物品的技术，而是信息流通的技术 。 所以，

我们明白了那些把新事实 比作具有历史价值和审美意义之事实的尝试，现在都被

置千信息和语言结构主义理论的框架之内 。 从纯粹现象的观点出发，现代艺术史

成功地把空间的抽象观念一—对于一切视觉艺术都是基础的观念 用都市空间

的形式给予了具体的表达 。 因为都市空间一城市被看作是名副其实的信息系统，

所有审美经验（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的纯粹现象学研究，都趋向于都市空间

的现象学研究，因为都市空间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空间，即交往的空间 。 事实上 ．

恰恰是在城镇规划及其历史的研究中，出现了社会学和都市主义，而且两种方法合

二为一 。 作为一个持续发展的现象，都市现象除了历史方法外不可能得到科学的

解释，因为历史方法是唯一能够统一批评和艺术史之间被武断地分离开来的功能

的学科 。

0 麦克卢汉(Marshal l McLuhan, 1 91 1 一 1 98 ( ） ）， 加拿大传播学者。 一译注

215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作为一种集体活动的艺术 关

［美 J 贝 克尔著 周计武＂ 译

霍华德 · 贝克尔 ( Howard Saul Becker , 

1928一 ）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就读于芝加哥大

学并荻博士学位， 1 965一 1991 年供职于美国西北

大学 ， 199 '1—1999 年供职于华盛顿大学直至退休。

贝克尔被誉为笫二代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

他酷爱音乐和艺术，自称是一个半专业的音乐 家 。

主要著述有《外来者〉x（ 艺木界）X（谈论社会》等 。

本文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艺术的两个重要概念：合作与惯例 。 合作是指

艺术行为的集体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网络．包括从艺术生产到传播再到接

受等诸多复杂环节 。 合作及其合作链既给艺术家以限制，又为他实现艺术创

作和传播提供了便利，它构成了艺术界的社会分工和关系网络 。 正是在这样

的合作链中，惯例作力艺术界的做事规范而呈现出来 。 贝克尔所界定的惯例

概念比美学上的界定更为广泛 ． 既包括各种艺术技巧规范和美学原理，又包括

社会学意义上的人际关系网络 。 惯例的功能也异常多样，它决定了使用的材

料、表现手法和技巧｀甚至调节了艺术家与其受众的关系 。 惯例的核心是用以

判断艺术的标准所体现出来的美学原理，艺术史的发展形成了惯例与反惯例

的斗争 ，反惯例经过一定时期的流传逐斩演变为惯例 。 新锐艺术家创造出 新

惯例时，艺术界就以新惯例来规范艺术价值，而旧惯例及其恪守者也就失去了

·•本文原载《美国社会学评论 》(American S如ulogica / Revieu• 39 , 1 974) 。 译注

** 周计武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 。

216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作为一种集体活动的艺术

存在的理由 。 艺术的社会性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通过集体行为的合作

以及创造或颠覆惯例的艺术活动体现出来的 。

社会学有一个人所共知的传统，那就是认定艺术具有社会性，它是一个更为普

遍的命题的具体实例，这一命题主张，知识和文化产品都具有社会性，或者说都拥

有一个社会基础 。 已有多种语言被用千描述艺术作品与其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 。

其研究的范围非常广阔，从那些试图将各种艺术风格与其存在之社会的文化重心

相关联的研究，到考察产出特定艺术作品的周遭环境，不一而足 。 社会科学和人文

学者贡献出 了自己的著述文献。（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阿尔布里希

[Albrec ht工 巴内特[Barnett]和格里夫[Gr iff]所做的 。 ） 。

许多社会学著作在说明组织或系统时，大都不提及那些以其集体行动来构建

组织或系统的人们 。 以艺术即一种社会产品为主题的许多著述也是如此，只是论

证相关性或一致性但并未提及产生这种相关性或一致性的集体活动，或者在说明

社会结构时，却不涉及共同创造那些结构的人们的行动 。 诚然 ， 我对有关艺术的文

献，可资利用的社会学著述（尤其是布鲁默＠和斯特劳斯©等的著述）不那么系统的

阅读，以及我的个人经验和参与一些艺术界的经历，把我引向了这样一种思考：艺

术乃是某种集体活动形式 。

一、合作及合作链

就艺术品而言，必须不断地思考种种活动，正是经由这些活动，艺术品才得以

完成，并呈现为它最终被看到的样子 。 例如，由于一个交响乐团要开一场音乐会，

所以各种乐器必须巳被发明、制作出来并且保存完好，记谱法也必须已被发明出来

并使用它来作曲，演奏者必须学会用乐器演奏乐谱上的音符，必须提供用于排练的

时间和场地，音乐会的广告必须已经张贴，宣传已经安排好，门票已经销售，同时，

0 阿尔布里希、巴内特和格里夫均为美国社会学家， 三人共同编辑了 《艺术与文学的社会学读本 》
(1970)．一译注

＠ 布旮默( Herbe rt Blumer, 1900- 1987 ) ． 美国社会学家．一译注

＠ 斯特劳斯(Anselm L. Strauss. 1916一 1 996),美国社会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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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招募到有能力欣赏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理解并对表演做出回应的观众

群 。 我们可以为任何形式的表演艺术编制这样一个类似的清单 。 只要有一些小的

变动（将乐器替换为材料并且将演出替换为展览），这个清单就可适用于视觉艺术，

另外 ，（将材料替换为语言和印刷并且将展览替换为出版）这个清单同样可以适用

千文学艺术 。 总的来说，具有代表性的必要活动包括为艺术品出点子，准备必要的

物质工艺，创建一种惯例性的语言表达 ，训练艺术工作人员和观众使用这种惯例性

的语言来创作和感知，同时，为特定的艺术作品和表演对这些配件进行必要的

混合 。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人做了所有这些事：制造一切，发明一

切，演示、创造、体验其结果，所有这些都在没有任何其他人的协助与合作下完成。

事实上我们能大胆想象这样一件事，所有我们所了解的艺术都包含着精心构建的

合作网络 。 将必要的劳动进行分配就此发生了 。 通常 ， 有许多人参与到表演或艺

术品最终形成所必需的工作中 。 因此关千任何艺术的社会学分析都要去寻找这样

的劳动分工 。 那么，各种任务是如何被分配给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呢？

没有一种艺术技艺能够使得某一分工比另一分工更为“自然” 。 让我们细想音

乐作曲与演奏之间的关系 。 在传统的交响乐和室内乐中，这两种活动是分开进行

的 ，尽管许多作曲家能够演奏，而许多演奏者也能够作曲，但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

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把他们看作是两个独立的角色，而这两个角色可能偶然地出

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 在爵士乐中，作曲并不重要，标准曲调仅用于提供一个框架，

在这个框架里表演者即兴演奏，这才是听众们认为重要的部分 。 在当代的摇滚音

乐中，表演者理想化地作曲，那些演奏其他人音乐的摇滚乐队会得到“复制乐队”这

样贬义的称号 。 同样地，一些艺术摄影师常常制作自己的图片，其他艺术家则很少

这样做 。 西方传统诗人并不认为他们的书写必须视作其作品的一部分，让打字员

将材料转化成可以阅读的形式即可，但是东方的书法家将实际的书写当作是诗歌

的一个组成部分 。 决不是一种艺术的特性决定了一种固有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

常常是由对具体情境的一致定义来决定的 。 当然，一旦这种劳动分工形成，艺术界

的参与者们就将它视作自然的，抵制所有要改变它的尝试，他们将这些尝试看作是

反常的、不明智的或者不道德的 。

艺术界的参与者们将艺术形式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一些活动看作是“艺术

的＂，并要求一个艺术家具有特殊的才能和艺术敏感性 。 剩下的活动对于他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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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手艺，商业才能或者其他一些能力，相较而言，这些能力不那么稀有，不那么

具有艺术的特性，对于艺术品的成功不是那么至关重要，也不那么值得尊重 。 他们

将从事那些特殊活动的人定义为艺术家，而其他人则是（借用一个军事术语）辅助

人员 。 关于他们如何分配艺术家这个尊称以及他们用于选择谁有资格获得这称号

而谁没有的机制，不同的艺术界不尽相同。一种极端的情况，一个行会或者学院可

能会要求成员经历长期的学徒制，并阻止那些它并不许可的人从业 。 其他情况下，

选择权会留给消费艺术品的大众，无论是谁，只要被大众接受事实上就成为了一个

艺术家。一种活动是否属于艺术的地位是可以朝任一方向转变的 。 1974 年凯莉写

道，当新技术的可能性产生并且艺术家们能将它用千艺术表达时，那么录音师已在

某种意义上就被看成是艺术家 。 当他制造出的效果变得平庸，变成任何能干的工

人都能根据需求制造出来的时候，他就不再是艺术家了 。

一个人做多少艺术所必需的活动才被赋予艺术家这一头衔？作曲家贡献的材

料在最后的作品中保留的数握已经很不同 。 从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大师级表演者

美化并即兴更改了作曲家提供的乐谱，因此，对千当代作曲家来说，仅为演奏者提

供最简略的指导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人们认为作曲家通过提供十分详细的指示来

限制演奏者解读的自由，这种对抗趋势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更占优势的） 。 在当代音

乐界，约翰 · 凯奇。和施托克豪森＠被认为是作曲家，尽管他们的很多乐谱都留下许

多材料给演奏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演奏 。 艺术家不必亲自处理用于创作艺术品的

材料也能保住艺术家的头衔，正如建筑师很少亲自建造自己设计的作品 。 然而，相

同的行为引发了一些问题，当雕刻家在创作一件作品时将一套规格要求送到一个

机械加工场；同样，许多人拒绝授予一些概念艺术品的创作者以艺术家的称号，这

些艺术品所包含的特性从不实际出现在人工制品上 。 当马塞尔 · 杜尚在一个为商

业目的而生产的普通雪铲上署名或者在一幅他添加过八字胡的蒙娜丽莎的复制品

上签字的时候，这就将达 · 芬奇与雪铲的设计者和生产者一起归为辅助人员，他坚

持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件有效的艺术品，他的行为惹恼了很多人 。 尽管这个点子看

似如此恼人，但是像这样的东西对于制作拼贴画是标准的， 整个作品是由其他人的

制品构成的 。 这些事例的关键在于，在任何艺术界中，什么被认为是最典型的艺术

0 凯奇(John Cage, 1912一 1992汃美国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 。 一一译注

© 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 . 1928一2007 ) ．德国作曲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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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这种使得某人成为一个艺术家的行为是形成一致定义的关键所在 。

所谓的艺术家不亲自做的事情，都必须要有其他人去做 。 因此，艺术家在一个

协作者形成的大型网络的中心工作，所有这些人的工作对于最后的艺术成品来说

都是必要的 。 无论艺术家在何处依赖别人，一个合作关系链事实上存在着 。 与他

合作的这些人可以和他分享每一个关于他们的工作如何进行的特定的点子 。 大家

的共识可能是，当其中的每个人都能从事任何一项必要的活动，那么尽管存在劳动

分工，但是并没有形成具有专业功能的团队 。 例如 ． 一个教养良好的 19 世纪的美国

人懂得足够多的音乐知识来参与表演斯蒂芬 · 福斯特0的客厅歌曲，正如像福斯特

那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能够参与表演情歌小曲一样 。 在这样的情况下，合作

就以便捷的形式出现。

然而，当专门的职业团队接手了艺术品生产所必要的活动时，他们的成员便趋

向千形成专门审美的、经济的和职业的趣味，这些与艺术家的趣味有着本质的区

别 。 例如，众所周知，比起一个特定作品的成功，管弦乐队的音乐家们更加重视他

们自己在表演中听起来如何，很好的理由就是他们自己的成功部分依赖于用他们

的才华来取悦那些雇佣他们的入，他们可能会损害一个新的音乐作品 ，因为它的难

度会让他们的演奏听起来很糟糕，他们的职业趣味与作曲家的冲突 。

辅助人员与艺术家之间还存在审美上的冲突 。 我的一个雕刻家朋友被邀请获

得一队熟练的石板印刷匠的服务 。 他并不十分了解石板印刷的技艺， 因此他很高

兴能由熟练的工匠来进行实际的印刷，这样的劳动分工是习惯性的做法，而且也能

生产出一件高度专业化的印刷制品 。 他画的设计图中包括了一些大面积的单一色

块，他认为这样可以简化工匠们的工作 。 但是，恰恰相反，他把事情变得更加困难

了 。 当工匠在石头上涂油墨时，一个大块的区域会需要至少—个沾满油墨的滚筒，

这样可能会留下滚筒的痕迹 。 这些自诩为当今世界最为优秀的工匠们对我的朋友

解释，虽然他们能够印刷出他的作品，但是单一颜色的区域会因为滚筒印迹而给工

作带来困难 。 他之前对于滚筒印迹并不了解，所以他告诉工匠们将这些单一色块

作为他设计的一部分。 那些工匠说，不行，他不能那样做，因为滚筒印迹是非常明

显的工艺水平差的标志（对千其他印刷匠来说） ， 没有一件显出滚筒印迹的印刷品

能被允许离开他们的店铺 。 他的艺术好奇心成了印刷匠工艺标准的牺牲品，这个

0 福斯特(Stephen Fo、ter 、 1826 1864) ． 美国歌曲作者 ． 被扞为“美国音乐之父”。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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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明专业的辅助团队是如何形成自己的标准和趣味的 。

我的朋友受印刷工匠的支配，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亲自制作石印画 。 他的经

历显示出身处在每条合作链中的艺术家所面临的选择 。 他能够按照已形成的辅助

人员的团队所惯用的方式来做事；他也能尝试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他能

训练其他人按照他的方式来做；或者他可以亲 自来做 。 除了第一个选择，其他选择

都需要有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去做那些按照标准方式来处理会花费更小的事

情 。 艺术家在合作链中的参与和依赖限制了某种他所生产的艺术 。

我们说艺术家必须与其他人合作才能使得艺术品呈现出其最终的模样，但这

并不意味着没有这样的合作他就不能够工作 。 毕竟，艺术作品并非必须以目前的

形式出现，它还能够有许多其他的形式，包括那些在没有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所生

产出来的形式 。 因此，即使诗人确实依赖印刷工匠和出版商，但是他也可以在没有

他们的情况下创作诗歌 。 那些作品以复印打字文件的形式流传的俄罗斯诗人就是

这样做的，艾米莉·迪金森。也是这样 。 在这两个事例中，诗歌不以传统的印刷方

式传播是因为艺术家不接受审查制度或者出版这一作品的出版商的改写 。 诗人或

者不得不亲自复制和传播自己的作品，或者不让他的作品流传。 但是他可以继续

写诗。因此我的论证与一个功能主义者不同，功能主义者主张艺术家必须参与合

作，而忽视了即便要付出代价，艺术家也放弃这种合作的可能性 。

到目前为止，所给出的例子强调的事情或多或少是处于艺术作品展示空间、印

刷或者乐谱外部的事情 。 然而，合作和限制之间的关系会渗透到艺术创作和构成

的整个过程中，在寻找艺术惯例的性质和功能时将会变得更清晰 。

二、惯例

合作生产艺术品的人们常常不再重新决定事情 。 相反，他们依赖千先前的协

议，这些协议现在已经成为了惯例，协议已经成为在艺术领域常规做事方式的一部

分。 艺术惯例包括所有那些在尊重一个特定艺术界所有工作的前提下所做出的决

定，尽管一个特定的惯例会为一件特定的作品而稍做修改 。 因此，惯例决定了使用

0 迪金森(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 1830—1886 ) ，美国女诗人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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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正如音乐家同意将他们的音乐建立在一组模型所包含的音符上，或者是建

立在全音音阶、五音音阶或半音音阶与他们相关的和声上 。 惯例决定了用于表达

特定想法或经历的抽象物，正如画家运用透视法来表现三维的错觉，或者摄影师用

黑白和不同灰度来表现光线与色彩相互影响 。 惯例决定了材料和抽象物相结合的

形式，正如音乐上使用奏鸣曲形式或者写诗时采用十四行诗体 。 惯例提出了艺术

品适当的维度，一件音乐或戏剧作品适当的长度， 一件绘画或雕塑作品适当的尺

寸 。 惯例调节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关系 ， 详细说明了两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

人文学者、艺术史家、音乐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们发现，艺术惯例这个概念有助

于说明艺术家生产那些在观众中能引起情感反应的艺术作品的能力 。 通过将惯常

的声调组织用作一种标尺，作曲家能够创造并控制听众对于接下来会出现什么声

音的期待 。 接着，他能延误和挫败这些期待的满足，而当期待得到充分满足时，制

造紧张和放松 。 仅因为艺术家和听众都拥有被唤起的惯例的知识和体验，所以艺

术作品能够引起情感反应 。

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惯例使得艺术成为可能 。 因为能够很快做出决定，因为

通过参阅做事的传统方式也能很简便制定规划，所以艺术家能够将更多的时间用

到实际的工作中去 。 因此，惯例使得艺术家和辅助人员之间简单而有成效的活动

成为可能 。 例如，埃文斯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图像艺术家如何通过运用一个约定俗

成的计划来呈现阴影，建构模型和制造其他效果，以此来合作生产一个盘子 。 同样

的惯例使得观众能够将那些本质上任意的标记看作是阴影和模型 。 这样看来，惯

例这个概念在人文主义者和社会学家之间提供了一个连接点，并且可以与那么多

熟悉的社会学概念互换，例如规范、法则、共识、习俗或者民风，这些都不同程度地

参照人们所共有的思想和认识 。 通过这些，他们影响了合作活动 。

即使约定俗成，惯例亦很少僵硬和固化 。 惯例并不是列举了一组毫无瑕疵的、

每个人在处理工作中的问题时都必须参照的法则 。 甚至在那些指示说明看似十分

具体的地方，惯例仍留下许多未确定的地方，这些就要一方面通过参照解读的习惯

性方式，另一方面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一个表演实践的传统，常常是以编纂成书

的形式，告诉表演者如何翻译乐谱或者他们表演的戏剧脚本 。 例如， 17 世纪乐谱包

括相对较少的信息，但当代书籍解释了如何处理乐器演奏、固定音值、即兴演奏以

及实现修饰和美化的问题 。 表演者们按照所有那些惯常的解释方式来阅读他们的

音乐，因此他们能够协调他们的活动 。 相同的情况出现在视觉艺术中 。 许多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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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文艺复兴时期宗教绘画的内容，象征符号和色彩是惯例给定的 ，但是仍有大量的

决定留给艺术家去做，这样，甚至是在那些严格的惯例中仍能生产出不同的艺术作

品 。 然而 ，依赖这些惯常材料的赏画人能从画面中读出更多的情感和意义 。 甚至

是在那些对惯例的习惯性解释也已成为惯例的地方，艺术家也会同意以不同的方

式来做事，谈判使得改变成为可能 。

惯例严重束缚了艺术家 。 它们特别具有束缚性，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孤立存在，

而是以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系统出现，这样使得一个小小的改变常常需要在其他各

种活动中做出调整。一个惯例系统呈现在各个方面：设备、材料、培训、可用的设备

和场所，包括符号系统以及类似的东西，所有这些都必须被改变，前提是如果任何

一个部分改变的话 。

考虑一下从传统的西方十二音半音阶，到包含诸多八度音阶之间的四十二音

阶的变化，必然会产生什么 。 这样的变化就是帕奇。乐曲的特点 。 西方的乐器要产

生这样的微小的音并不容易，有些乐器根本就不能发出这样的音，所以传统的乐器

必须被重构（正如帕奇所做的），或者必须发明创造出新的乐器 。 因为乐器是全新

的，没人知道如何演奏它们，所以表演者必须得到培训 。 传统的西方乐符并不足以

用来记录四十二音，所以新的乐符必须被设计出来，而表演者必须学会识别（那些

由任何一个写作传统十二音半音阶的人提供的类似的资源仍能被拿来运用） 。 因

此，虽然用一套传统的声调写的音乐在相对较少的几个小时排练之后能够被适当

地演奏出来，但四十二音的音乐需要付出更多的劳作、时间、努力和资源 。 具有代

表性的帕奇的音乐就以下面的方式进行表演 ： 一个大学邀请他去度过一年的时间。

秋天，他招募了一组感兴趣的学生，他们在帕奇的指导下制作乐器（帕奇已经发明

了的乐器） 。 冬天，他们学习如何演奏这些乐器和识别那些他发明的乐符 。 春天，

他们排练了几周并最终进行演出 。 七八个月的劳作构成了两小时的音乐，其间还

有演奏标准曲目的娴熟音乐家排练 8 到]()小时后所演奏的其他乐曲 。 上演乐曲的

差异测试了惯例系统所形成的束缚的力量 。

很明显，惯例操作的局限并不是总体上的 。 如果一个人准备扩大或者减少其

作品的传播，他总是可以不同的方式来做事 。 作曲家查尔斯 · 艾福斯＠的经历证明

(j) 帕奇(Ha rry Pa rtch. 1901一 1974 ) ． 美国作曲家 。 译注

＠ 艾福斯 ( Cha rl es Ives . 1 874一 1954 ) ． 美国现代主义音乐家 口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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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后一种可能 。 在普通的表演者还没有能力演奏出来之前，他就尝试多调性和多

节奏。 纽约那些尝试演奏他的室内乐和管弦乐的表演者告诉他那曲子是不能够演

奏的，他们的乐器不能发出那些声音，那些乐谱不能以任何实际的方式进行演奏。

艾福斯最终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但是继续创作这样的音乐 。 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的

看法，其个案令入感兴趣的地方是，尽管对此他也觉得很痛苦，但他却把这样的创

作经验视为一种极大的自由 。 如果没人能够演奏他的音乐，那么他也不再需要写

音乐家能够演奏的乐曲，也不再需要接受协调当代作曲家和演奏者之间合作的惯

例所施加的束缚 。 例如，因为他的音乐不能被演奏，他不再需要完成它，他非常不

情愿承认约翰 · 科克帕屈克CD对钢琴奏鸣曲开创性的解读是正确的 ． 因为这将意味

着他不再能够改变它了 。 他不需要调整他作的曲子来适应常规方法赞助的乐曲所

受到的实际束缚，所以他为三个交响乐团写了他的第四交响曲（这曲子不能演奏的

性质随着时间逐渐减弱；雷昂纳德 · 伯恩斯坦©在 1 958 年首次公演了这个作品，此

后它被演奏了多次） 。

总的来说，与现存惯例及其社会结构和人工材料方面的表象决裂，增加了艺术

家的麻烦并且降低了他的作品的流传水平，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同时这也增加了他

选择非常规的替代品的自由，并且使他与习惯性做法大为不同 。 如果真是这样，我

们就能理解任何艺术品都是在如下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产物，即在惯例之简便、成

功与非惯例的麻烦和不被认可之间进行抉择，寻找那些使艺术家朝向某一路向的

经验及情境的和结构的因素 。

惯例相互依赖的系统和合作关系链的结构显得非常稳定而且很难改变 。 事实

上，即使有时艺术经历停滞的时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改变或革新出现 。 小的

革新时常出现，因为创造期待和延迟满足的常规方法已经变得那么有影响，以至于

依据其自身就可以形成惯例的期待 。 1956 年梅耶分析这一过程并给出了一个很好

的关于弦乐器演奏者使用颤音的例子。一次，弦乐器演奏者使用了颤音，并解释说

在极少的场合下这是作为对惯例的偏离，因为物以稀为贵，所以这加剧了观众的紧

张情绪并引起他们的情感反应 。 那些想激起观众情感反应的弦乐器演奏者开始越

来越频繁地使用颤音，直到这种曾激起情感反应的方式不再被人们使用，这就是巴

＠ 科克帕屈克 (J ohn Kirkpa t rick, 1947— ) ， 英国音乐演奏家 。 -译注

＠ 伯恩斯坦(Leona rd 氐rns t ei n, 191 8-1990) ． 美 国音乐指挥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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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和其他作曲家利用的策略 。 梅耶描述这样的过程，经过它对惯例的偏离会以

自己的方式变得常见．而最终也成为大家公认的惯例 。

这样的改变是在持久的艺术传统中渐进改革的一种 。 范闱更广的、更具破坏

性的改变也会出现，这与政治和科学上的革命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任何重大的

改变必须直接攻击现存的一些艺术惯例，正如当印象派或立体派改变现存绘画的

视觉语言，同时改变人们将画布上的油彩看作是一些东西的表征的欣赏方式 。 对

惯例的攻击并不仅仅意味着攻击即将改变的特定事物 。 每一种惯例都带有审美原

则 ，依据该原则，惯例之物也就变成评判艺术美及其有效性的标准 。 一部违反古典

整一性的戏剧不仅仅有所不同，对于那些认为古典整一性代表了戏剧价值的固定

标准的人来说，它还是令人不快的、粗野的，并且是丑陋的 。 对惯例的攻击会成为

对与其相关的审美原则的攻击 。 但是人们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审美信仰是任意的

和惯例性的他们认为审美信仰是自然而然的、合适的、道德的 。 对一种惯例和审

美原则的攻击，也是一种对道德的攻击 。 观众一般用敌对的咒骂来迎接大部分在

戏剧、音乐和视觉等艺术惯例上的改变，这一规律表明审美趣味与道德信仰之间有

紧密的联系 。

攻击特定惯例所显现的神圣的审美信仰，最终就成了攻击现存的等级地位的

规制，亦即对一个层级化系统进行扞击。请记住，在任何艺术中做事的惯例方式都

是利用了现存的合作网络 ， 它是一个有组织的艺术界，它奖励了那些根据相关的神

圣审美趣味来适当地操作现存惯例的人们 。 假设一个舞蹈界是围绕着古典芭蕾中

呈现出来的惯例和技巧来组织的 。 接着如果我学习了那些惯例和技巧，我因此能

够在最好的芭蕾舞团中获得一席之地，最好的编舞者会为我创作那种我知道如何

跳并且能够完美展示的芭蕾舞，最好的作曲家会为我写乐谱 ． 有剧场能使用 ． 我将

赚得一个舞者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生活 ｀ 观众会喜爱我而我也将声名鹊起 。 任何成

功推动一个新惯例的人，在新惯例中他技艺娴熟而我则很生疏，那么他攻击的不仅

仅是我的审美原则还有我在舞蹈界重要的位置 。 所以新惯例所遇到的阻力表达了

那些会因为这一改变而承受物质损失的人们的愤怒，而它以审美愤怒的形式出现 。

比起艺术家，另外一些对现状有所投入的人．会因为公认惯例的一个改变而失

去所投人的东西 。 例如，让我们想想在一平方英里的草地上用推土机制作的大地

＠ 巴托克（也la Bart6k, 1 88 1 - 1945) ，匈牙利作曲家． 20 世纪西方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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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这样的雕刻不能被收集（尽管一个赞助人能够为它的建设买单并且获得

已署名的计划或照片作为他赞助的文档）．或者摆进美术馆 （尽管收藏者收到的纪

念品可以展览） 。 如果大地艺术品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美术馆那些评价具有

美术馆收藏价值的艺术的工作人员 ，他们对艺术家的事业和艺术运动产生重要的

影响，但因为他们的美术馆对于展示大地艺术品来说巳不再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

们失去了选择哪些艺术品将被展出的权力 。 每个身处具有美术馆收藏价值的艺术

中的人（收藏者、美术馆馆长、美术馆、艺术品经纪入、艺术家）都会失去些什么 。 我

们可以这样说，每个构成艺术界的合作网络都依据它的成员关于什么是有价值的

这个问题所达成的共识来创造价值 。 当新的一批人成功地创造出一个新的艺术

界，而这个新世界将其他惯例定义为体现艺术价值的时候，所有那些在新的艺术界

中无容身之地的旧世界的参与者也就输掉了 。

每个艺术界都会形成标准的支持模式以及借惯例来支持自己属下的艺术家 ，

这意味着形成一种接受合作形式中内含的限制的审美原则 。 罗森 · 布鲁姆已经表

明，摄影师的审美趣味随着经济渠道而改变，他们的作品正是通过这些经济渠道来

传播的，与他们传统形式的作品风格的传播方式一致 。 里昂分析了审美决策之间

的相互依赖以及将资源聚集到一个半专业的戏剧小组中的各种方法 。 一个例子将

说明这种依赖的性质 。 剧组必须依靠志愿者的帮助来完成必要的工作 。 但是人们

志愿去做非艺术类的工作，主要因为他们希望最终能在一部剧中获得一个角色并

得到一些表演经验 。 经营公司的人很快积累了许多这样的债务，并只能选择有较

大演员阵容的剧目来回报给那些志愿者 。

三、结论

如果我们关注一件特定的艺术品 ．那么，把社会组织当作一个生产艺术品的协

作者网络来思考被证实是很有用的 。 我们发现同一类人常常反复合作，甚至成为

例行公事，以相似的方式来生产相似的艺术品 。 他们参照现行的惯例，即参与艺术

品生产和消费的人们共享的惯例，进行组织合作 。 如果相同的人并没有在每个案

例中都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替代者也非常熟悉并且精于运用同样的惯例，这样的

合作就会毫无困难地进行下去 。 惯例使得集体行动更加简便，节约时间、精力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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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资源的消耗，但是惯例并不会使非惯例作品的制作变得不可能，而仅仅是使之代

价更高且更加困难 。 每当有入设想出一种将更好的所需的资源聚集在一起的方式

的时候，改变就会出现且经常出现 。 由于人们不断设想出新的行动模式并发现付

诸实践所需要的资源，所以合作和集体行动的惯例模式无需重现 。

可以说，所有这些都超出了艺术具有社会性的判断，也超出了关于社会组织的

形式和艺术风格或主题之间存在一致性的论证 。 它表明，在艺术乃是由一起工作

的入们的网络所创造的这一意义上 ·艺术才具有社会性；它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研究

框架，人们可在其中探究业已接受的或新近发展的惯例所协调的集体行动的区分

性模式 。 它还把这一领域中的许多传统问题带入某种背景之中，在这一背景里，传

统问题与集体行动的其他形式的相似性才能用千比较理论研究 。

关于艺术即集体活动的讨论，暗示了一个用于分析社会组织的一般方法 。 我

们可以关注任何事项（这是一个涵盖作为特例的艺术品生产过程的更宽泛的术

语） ， 并探寻人们所形成的网络 （无论多大或多广 ） ，正是这些人的集体活动使得该

事项如其所现地得以发生 。 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网络，其合作活动重复出现，或已

成为了例行公事，我们还可以细说其成员借以协调各自分离的行动线索的种种

惯例 。

我们也许想使用诸如社会组织或者社会结构这样的术语 ．用比喻的方式来提

及那些重复出现的网络及其活动 。 然而，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们的

比喻性，不故意将那些仅能通过惆查发现的东西说成是隐含在比喻中的事实 。 当

社会学家提及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的时候 ， 这个 比喻暗指 （ 即使它的使用者既没有

证明也没有争辩这个观点）所涉及的集体活动“定期地”或者“经常地”出现（这里的

量词是暗示性的、不确定的 ） ，进而，相关的人一起工作，生成各种各样的事项 。 但

是正如实验材料要求我们在研究艺术时所做的那样，我们通常应该认识到，无论集

体活动的模式是周期性的，还是日常到足以证明这样的描述．都必须通过调查而不

是定义来确定。一些集体活动的形式经常重复出现，而其他则仅是偶然重复出现，

还有一些则是很少重复出现 。 同理，生成一个事项或一类事项的网络参与者，也许

并不在生成其他事项的那些艺术网络中一起工作 。 这个问题也必须通过调查来

确定 。

集体活动及其产生的事项是社会学调查的基本单元 。 社会组织由特别的案例

所构成，在这些特例中，同类人以重复循环的方式一起工作形成各种不同的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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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和它的同类词）不仅仅是概念，同时也是实验研究结果 。 不管我们提及

很少一些人，如一个家庭或一些朋友的集体活动，还是提及一大群人，如一种职业

或一类系统的集体活动，我们都常常需要确切地问谁在一起合作、产出什么样的艺

术品 。 为了获得研究艺术活动的理论所发展出来的普遍概括形式，我们可以通过

以下方式来探究各种社会组织，探索那些产出特殊事项的网络，探究这些合作网络
的重叠纠结，研讨参与者运用惯例来协调其活动的路径，分析现存惯例如何同时既

使协调的行动得以可能，又限制了它起作用的形式，分析所需资源新形式的发展如

何使得变化成为可能（我应该指出，这个观点尽管并非陈词滥调，但也不是新奇的 。

它能在其他人的著作中找到，如齐美尔、帕克、布鲁默和休斯的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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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J波德罗著 周宪译

迈克尔 · 波德罗 (Michae l Podro, 1931 一

2008) ，英国艺术史家和艺术理论家 。 曾在剑桥大

学学习英语文学和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哲学，先后任

教于坎伯威尔艺木学院、瓦堡研究院和埃塞克斯大

学 。 著有《 知觉多重性：从康德到希尔布兰德的艺

术理论》《批判性的艺术史家》等 。

本文是波德罗 《批判性的艺术史家 》的最后一

章，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艺术史上人们所发明的种种系统理论，其实并

不适合于对复杂的艺术史现象的解释，也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解释者的兴趣 。

另一方面，各说各有理的相对主义也行不通，它使艺术史研究失去了科学性 。

波德罗意在这两者之间探寻“第三条道路”，其特点是对怀疑和修正保持开放

性和自觉性的艺术史，既不围于系统化的寀臼，又力避堕入相对主义的渊教 。

最终，在恪守精神自由和广泛兴趣的条件下，确立一种重建过去的艺术史研究 。

在前几章中，我们依据下述理由对李格尔和桑佩尔©这类系统的艺术批评史家

做了批评，亦即他们为了别的目的，为了把特定作品看作是其解释概念的范例，看

作是一种风格阶段或类型的例证，因而忽略了具体作品的特殊性与其历史承续关

·本文译自迈克尔 · 波德罗 ( Michael Padro ) 的《批判性的艺术史家 》 ( The Crit ica l Historians of Art) .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 译注

＠ 桑佩尔 (Gottfried Semper , 1803 1 879) ，德国建筑学家和艺术批评家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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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具体研究 。 CD

然而这种批评如何才能做到公正呢？建构这类体系所造成的局限性是什么？

他们确实很少注意特定作品吗？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将把系统的批评史家同

非系统的批评史家联系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的论述就可以作为整体的艺术批评史

模式的评价确立起来 。

一、系统解释问题

在艺术批评史家们为其体系而提出的各种不同主张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区

别。一种极端的主张是 ，该体系可为理解一部艺术作品提供专门的概念。这种主

张由千坚持以下看法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即该体系的诸概念提供了一些专门

的术语，只有用这些术语才能理解艺术作品 。 所以，提供的这些概念既是必要的，

也是充分的 。 这种刻板的看法显然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为这样一来，采用该体系

的概念被认为会削弱对一部作品的兴趣 。 在黑格尔所采取的第二种立场中，我们

曾经碰到过这种主张，黑格尔把过去的艺术完全归并入他的“精神哲学”之中 。

要求批评解释系统的一般主张是，它提供的一系列概念是必要的，它要为批评

理解提供一个结构或框架，而不能要求这种理解是彻底的 。 这种体系是按如下方

式提出来的，即承认有不受该体系的概念限制的各种兴趣 。 所以，沃尔夫林提出了

他自己的线条的 (linea r ) 和图绘的 ( painterly ) 概念心以及成双成对的相关概念，他

假定题材问题也与批评相关。帕诺夫斯基则提出了他 自己 的客观—主观范围的先

验图式，并假定细致的历史考察结果可以与考察所提供的结构有关。在这两种情

况下，困难之处在千解释的必要条件—一－概念结构或框架一一形成了某种特定的

兴趣模式，这种兴趣模式与其他兴趣毫无关系 。

这里有一个需要做出限定的问题 。 正像我们重新使用沃尔夫林的概念来讨论

杜西奥＠的三连画时所看到的那样，这并不是说沃尔夫林或帕诺夫斯基体系的特定

CD Ernst H eidrich . Beitrag~ 之ur Gesch动te und Methode der Kwwgeschichle (Basel. 191 7). 

＠ 沃尔夫林用这组概念来描述艺术风格．线条模式倾向于客观性、区分性｀稳定性和精确性，而图绘模式

则倾向于主观性、整合性、变动性和未完成性等。一一译注

＠ 杜西奥 (Duccio di Buoninsegna, 1255一 1 3 1 9) ，意大利艺术家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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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不能在充分的批评描述中统合成整体或加以运用 。 然而，当我们把这一系列

概念看作是提供了一个批评视角时，这些概念便限定和提升了它所描述的性质 ， 并

把这些性质同不能包括在描述中的其他性质区分开来 。 因此，作为对一幅画或一

幢建筑感兴趣的必要条件而提出来的东西，事实上与其他兴趣毫无关联 。 当然，不

理会这种异议也是可能的，因为大家认为在把握作为艺术作品的某种事物的某些

不可或缺的特征时，我们并不是说自己的兴趣被这些特征在场的事实耗尽了，而

是，我们感兴趣的是研究这些特征如何出现，并对这些必要特征的呈现做具体

考察 。

然而，像“图绘的“这类视觉形式的概念 ， 已作为与题材兴趣无关的东西提了出

来，不足之处在于说明我们如何把再现的模式同对题材的兴趣结合起来，或把帕诺

夫斯基的客观—主观范闱同具体作品中的多种特质结合起来。

二、功能与特征的分离

这种批评在何种程度上是严肃而普遍的批评？又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并不看

重它所应用的批评体系呢？首先，我们应注意到，像桑佩尔那样的批评体系看来并

不接受这一异议，将桑佩尔的体系同李格尔、沃尔夫林和帕诺夫斯基体系加以比

较，会彰显出我们将要对后三人的体系所做的修正 。 桑佩尔的理论认可一系列一

般原理 强调、掩饰和隐喻，它们对功能、素材和技巧所构成的可能无限广阔的

视觉母题产生作用 。 当体系的概念要求孤立并限制批评兴趣的特征时，就会形成

过于排他性的批评视角问题 。 如果体系化的设想是在两种水平上运作的话，亦即

一种是明确批评兴趣的性质（如桑佩尔通过强调、掩饰和隐喻原则来评价），另一种

发展可以满足该兴趣的诸概念（如桑佩尔的母题类型），那么就可以避免那种把批

评上相关的特性孤立起来或还原它们的情况 。

倘使我们回顾一下前面对李格尔、沃尔夫林和帕诺夫斯基的考察，那就会发

现 ，我们不得不对下两方面做出 区分，一方面是假定艺术家旨在达到的一致性的一

般理想，另一方面是实现这种一致性所依凭的某些特殊模式和母题；或者说，一方

面是关于发展的一般理论，另一方面是这一发展中所展现出来的特定母题；又或者

说， 一方面是艺术家意图的一般观念，另一方面是该意图借以实现的特定材料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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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批评体系不得不分成两类，一类是为了一般目的的批评体系，另一类则是借以

实现这些目的的功能和特定材料的批评体系 。

在我们对名之为功能水平和特征水平的东西做出两个层次的划分后，我们就

可以站在更合适的位置上来概括体系化艺术批评史家的批评潜能 。 他们的类比创

造了一些新鲜简明的描述概念 。 在较高的水平上，探究的并不是特征的类比，而是

可以名之为功能等价物的东西：正像李格尔在伦勃朗的画中所找到的东西与拉斐

尔的画中较易把握的一致性模式相对应，或者，像黑格尔在埃及和基督教艺术中所

寻找的自我意识的表现，这或许就是他在希腊雕塑中所见到的精神与肉体表现的

对应物 。

看来，帕诺夫斯基在提出他的先验结构时，试图做出如我们所提到的那样的区

分，他寻找着经验性概念（如沃尔夫林的概念），与我们所说的功能性概念相区别，

后一种概念是指一种通过观察而获得经验材料的视角 。 无疑，帕诺夫斯基正是基

于这种意图，在与康德的因果律概念的类比中引入了艺术意志 ( Kunstwoll en ) 概念 。

他的设想之所以会失败，原因之一就是他想在高层次的功能性概念中抽取出具体

的描述性内容，并力图从艺术目的的概念中推导出一个具有诸现象学可能性的具

体体系 。

一般的功能性概念与母题之间的联系必定是自由不拘的，这正像座椅的概念

并不限于材料、形状、色彩或木匠技术的详细说明一样，尽管借助这类说明可以明

了属于这一概念的各种物体，就像慷慨和责任这样的概念无法告诉别人在特定的

情境中的要求是什么 。 (D

这些想法适合于考察对某些批评史家的异议，尤其是李格尔、沃尔夫林以及施

洛塞尔心他在 1935 年的一篇论文中说道心不能通过许多承续的历史材料的编篆

来写艺术史，除非你在与艺术创作相关的大量材料中已形成了某种标准。 另 一方

面，也不能通过审美特征的形式主义抽象化方法来记录艺术成就，因为审美特征正

反映出问题及其解决的历史模式 。 这种看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 因为一个艺术家

的成就既不是解决了其前辈所提出的问题 ．也不是他对后人的影响 。 艺术家内在

＠ 关于这一区分．参 见 JuJjus Kovesi, Moral N otio11s ( London . 1967 ) 。

＠ 施洛塞尔 (Juli us van Schlosser, 1 866— 1 938) ， 奥地利艺术史家 。 译注

CD J va n Schosser... St ilgeschicht e und Sprnchgeschichte der bild~nden Kunst, " St iwng.sberichte der 

Bay叮／sclm/ A如demie der Wisse11schafte11 ( Munich ,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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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成就的历史是我们无法考察的，它超越了现存的艺术语言，形成了某些个人的

和独特的东西 。

但是，施洛塞尔坚持把艺术语言同卓越的艺术创作分离开来，使得他一—同克

罗齐。一道一把创作视为某种超越了历史考察之物 。 这样 ，施洛塞尔缺少一种把

艺术语言史同用这类语言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联系起来的模式 。 这正是待会儿我

们将要回头论述的问题。

施洛塞尔认为，视觉母题及其历史不能同真正构成艺术的东西达成同一 ，但它

们却可以看作在继续着艺术的真正成就，正像语言的历史可视为是对诗人创造性

成就的延续一样 。 施洛塞尔的这个看法也许与下述论争有关，即我们不能把形态、

母题和我所说的艺术的功能性概念看作是同一的 。 每种批评都暗示着另一种批

评，因为，假如我们不把艺术家构想为在创作具有这些母题或其他母题的作品，那

么，在母题和形态之外就不可能存在什么艺术的观念 。 同理，如果没有我们艺术观

念所暗示的较高层次的功能概念，我们就不会有这类艺术创作的概念 。

三、关千多元化视角

不过｀假如我们对已提到的批评体系做出修正，假如我们重新说明这些体系 ，

以便区分功能性概念和服务于或实现这些功能的母题，那么，我们便留下了一个悬

而未决的核心问题 。 因为功能性的概念标示了一种视角，一个并非包罗万象的兴

趣模式 。

但是，一种视角总是偏狭的，不可能包罗万象，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优点 。 如

果一种视角在各方面都有用，那就必须突出它的某些特征而不是别的特征，必须以

某种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使它契合千作品 。 我们重视这一视角，因为它使我们认

识到它的重要性和丰富性，因为它引导我们去调动我们的思想资源 。

这种看法也许会在两个不同方面受到拒斥 。 首先，它遭到反对是因为它允许

某种相对主义的存在，而这种相对主义使解释变化无常 。 如果可以采纳完全不同

的批评视角和概念，那么，解释也就变成了没有任何限制或约束的视角选择。 然

0 克罗齐 ( Benedetto Croce . I 866- 1952 ) ． 意大利哲学家和美学家。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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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无限制地采用各种批评视角不过是一种错觉 。 因为使视角和概念变得明

白易懂的唯一方式，是通过运用它们来考察复杂的对象，由此呈现出创作这些复杂

对象的场合和目的 。 像图绘性的或立体感的这类术语的意义．或桑佩尔使用的织

物艺术(Texti le Art ) ，李格尔或帕诺夫斯基使用的艺术意志这类术语的意义，乃至

像传统和一致性这类术语的意义，在不同的作者那里，受制千不同范例以及看待这

些范例的兴趣 。 当我们试图采用这些概念时，并未剥夺我们自己改变和批判这些

概念的能力 。 我们完全可以尝试某种视角并加以重建，完全可以说明其假设的潜

在歧义性或其范圉的不合适性 。 我们所需的东西是应能够把握批评事业的重要之

处，并能考察它所关涉的对象 。

但是，不同批评视角的可能性，也许因为那些实际上的反对见解而受到非难，

这并不是因为对用于艺术和历史材料中的多元批评视角的可能性未予限制，而是

因为对多元视角的确认便剥夺了它们的任何权威性和可信性 。 假定这些视角并不

相互矛盾，它们也就完全不可相比，那么，我们无法把这些视角整合到一个包罗万

象的批评角度中去 。 ＠ 基于这一理由，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待某些批评体系，那么，它

们永远不可能变成我们的批评视角 。 所以，没有一种思想体系和体系化的视角，可

以看作是同我们的思想和视角完全同一的 。 要达到这样的同一是与保持自由的精

神水火不容的 。 我们与任何视角的关系（不论这些视角是体系化的或相反） ， 都必

须在我们的怀疑和修正中保持其开放性 。

用这种相当一般的方式考察了解释的诸种模式后，最后，让我们回到艺术批评

史家所提出的两个基本问题上来，即为了现在而重建过去的艺术及艺术与精神自

由的关系 。 我们将把这两个问题同晚近的学术讨论结合起来 。

四、过去的重建

让我们回到本书第 1 章所讨论的例子（即鲁本斯的画《长矛一击 》 ） 。 如果我们

现在假定以下情形是无法避免的，即在并不严格的意义上说，在我们对这幅画的反

CD 参见 Richa rd Wollheim. Art and its 0/Jject (Cambridge , 1 98 ( ） )。 特别是《作为补救的批评》一在 ．第

1 85 页以下 。 关于不可比、非公约的区分，参见第 20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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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某些概念来源于精神分析一诸如伴随负罪感的转移攻击欲得以释然的概

念，或者我们看到了由这幅画所补偿或改变了 的某种水平的情绪，那么，难道我们

不是在重建作为我们内心生活的一部分的这幅作品吗？难道我们不是以某种方式

（它不关心鲁本斯或他同时代人在其中所看到的东西）来重建这幅画吗？

这里，似乎提供了有关这一情况的三种看法。一种看法是，我们可以说自己理

解了这幅画的原初意义或意图，进而在我们的内心赋予它一种附加的意义 。 这显

然是赫什0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心因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我们 自己

的现代判断力 。 对我们来说，这幅画是经由我们自己的判断力而建构起来的，因而

并不存在使这幅画摆脱我们的当下情境的途径，除非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纯粹的考

古学对象，只有关于学术上的关注而非任何其他什么关注 。

第二种观点认为，修正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这恰恰就是解释的过程和目的 。

原作者与现代欣赏者之间的鸿沟是绝对的，也是看不见的 ： 我们不可能站在自身之

外去观察这种关系 。 我们确实与过去的作品有联系，就此而言，我们必须为自己去

重构这一作品 。

这种观点假定，我不可能既运用我的现代概念和判断力，又意识到我正在这样

做 。 然而，这种假设完全是虚假的 。 我只能接受第三种看法，亦即在我观看鲁本斯

的这幅画时，不可能明确区分什么是他所应允的，什么是他视为无关的 。 但是，这

又造成了界定我们所有知识的基本不确定性，这并不是我们与过去的关系或与艺

术的关系的特征 。 我无法考察任何事物，也无法知道自己内心对该画特质的贡献

止于何处，这些属于画本身的特质又始于何处，因为并不存在这样的点 。 只存在着

这幅画透过特定视角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质，只存在从其他特定视角所看到的修

正物 。 不过，我总可以重新考虑自己的假定，依据我对一部作品的关注来改变某些

推论，或尝试一下别人所提出的批评概念 。

五、精神的自主性

最后，让我们转向艺术批评史家所关心的第二个核心问题，即艺术与精神自由

0 赫什(E. D. Hirsh, Jr. , 1928一 ），美国解释学家和文学理论家 。 一—译注

CTJ E. D. Hi rsh, Jr., The Aim of I比rprelation (Chicago and London, 1976) . chapter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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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在艺术中，由于艺术家的创作涉及实验和自我批判的理性，特别是在再现

风格的转变过渡时期，这个问题已展现出来了 。 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 》以及一

系列相关的论文中，已对不同于此处所讨论的再现风格的发展做了说明，他的说明

建筑在认知心理学以及激活技巧是如何习得的基础之上 。 Q)

将艺术视为发展再现技巧以及再现与布局的协调过程中对理性的展示，这一

观念在坚持早期艺术史的问题解决模式时，把一系列新的关注引入了分析或绘

画心 但是，还存在着另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晚近论述艺术的著述，展示了一

种有别千我们已讨论的艺术批评史家之视角的激进转变，它和把艺术兴趣同其周

刚的文化分离开来相关 。 我们对艺术理解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追随维特根斯坦©的

看法 ：语言的意义即生活的形式 。 ＠ 依据这种观点，语言不能还原为它所出现的语

境；语言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事务中并改变了社会事务；语言的内容并不是世上事务

的某种状态，而是通过言语生活所渗透于其中的事务的状态 。 以此来类比艺术，艺

术虽可被发现是源自我们其他活动的语境，但无法还原为这些活动，因为艺术改变

这些活动 。 这样一来，不必求助于风格的两种根源理论或配置物与功能分离的理

论，艺术便可以获得一种独立性 。 这正是桑佩尔、斯普林格＠和瓦堡甸所期望的，不

过，一般说来，这些艺术批评史家在以下两极之间不安地摇摆，一方面是把艺术同

化于某种普遍性的文化概念，另一方面是对或多或少具有精神意蕴的自主形式的

兴趣 。 这种把艺术作为一种生命形式一也作为一种独特的植根于社会的形

式 的看法，解除了一个曾反复出现的难题 。

但是，基于与语言的类比．把艺术视为“生命形式”的看法又提出了两个问题：

文学中呈现的生命形式与文学所依赖的语言中所呈现的生命形式在哪些方面有关

系？这种解释模式如何拓展到与一般语言并不对等的视觉艺术呢？施洛塞尔的看

<D E. H. Gombrich. Art and lllu"{)/1 ( London . 1962 ) 以及后续的一系列论文．特别是“ The Mask and 

the Face , " E. H. Gombrich , Julian Hochberg and Max Hlack . Art, Percep九on and Reality 

(Balt imore and London, 1972 ) , ·• Illu、ion and Art," R. L. Gregory and E. H. Gombrich, eds., 

Illusion in Nature and Art (London, I 973); and The H erita i<e(Jf Apelles (London, 1976) . 

＠ 参见 E.H. Gombrich. Normand From ( London, 1966) .pp. 64,81; The SenseoJ Urd~r (Oxford . 

1976 ) 。

＠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 889一 1 95 1 ) ，英国奥地利裔哲学家 。 译注

＠ 特别参见 Wollheim 的 Arr and”“初ect 对维特根斯坦语言即生命形式概念在艺术中的运用的分析 。

© 斯普林格 (Anton Springer, 1825一'1891) ，德国艺术史家 。 泽注

＠ 瓦堡(Aby Warburg, 1866-1929 ) . 德国艺术史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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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文学超越了语言的一般用法，甚至超越了文学形式的平庸用法，同理，伟大的

绘画或雕塑也超越了因循守旧的画法 。 但是 ． 他却不能说清楚如何实现这种超越 。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考察来阐明这种超越：我们认为语言用法是经

过提炼和改造的，所以，它的系统阐述变得含有丰富的自身信息 。 与此相似，绘画

的画法也是被人们提炼过的，所以，对它的系统阐述使我们进一步退回到其种种变

化和类比的路径上去。因此，如下说法似乎是很自然的， 即卓越的视觉艺术和文学

错综纠结地包含在日常视觉活动和语言活动中，而且不能还原为后者，正像低水平

的语言活动和视觉活动本身也包含在它们所出现的生活语境中，而且不能还原为

这种语境一样。真正的绘画艺术、雕塑艺术或文学艺术超越了刻板的画法、雕刻法

和言谈（它们缺少超越），所以与通常的画法、雕刻法和言谈无关，与这类活动在其
中发挥作用的广阔语境无关 。

一般来说，真正的艺术造成的艺术超越是令人惊异的~种超越也许是双

倍的惊人 既可以使艺术接近一般的讨论，又可以使之接近对特定作品的具体

讨论 。 艺术与语言的这种类比提示我们，对艺术作品的批评应关注它们改变和评

价世界的方式，语言和形象的创造已成为这种方式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人们有时也许会认为，已成为本书论题的文学提供了某些艺术史的方法论，但

应该明白这显然纯属误解 。 这是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方法并不能用于我们所讨论

的艺术史研究呢？诚然，这并不是说文学没有提供可引入具体作品细致研究和考

古研究中的概念和类比。另一方面，就此处我们涉及的文学而言，完全自主或独立

地考察过去艺术的方式并不是批评史 。 正像我所做的那样，把文学分离开来，其目

的在于专注于很复杂且无规律的思想运动中的一种推动力，这种思想运动是艺术

本身所造成的，而且就事物的性质而言无法归入某种单一的体系中或视角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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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J鲍德里亚著 戴阿宝妇 译

让 · 鲍德里亚 CJean Baudrillard, 1929-

2007) ，法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 。 在

法国索邦大学研究德语并毕业于该校 。 1966 年在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指导下完成了其博士论文

《物品体系 》，后转向社会学研究， 1972 年在巴黎十

大南特分校任社会学教授 。 1986—1990 年担任了

巴黎九大社会经济信息研究所所长， 2001 年以后

一直在瑞士的欧洲研究生院任文化和媒体批评教授。 鲍德里亚对当代资本主

义社会媒介技术的发展十分关注，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做了开创

性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仿拟＂／“内爆"/“超现实“理论，对哲学、社会学和文化

理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

本文是鲍德里亚 1987 年在美国惠特尼美术馆的演讲，这是一篇被广为 引

用和引发讨论的重要文献 。 自黑格尔提出“艺术终结＂的命题以来，出现了各

种不同的“终结论＂ 。 鲍德里亚在这一演讲中彰显两个问题。 其一，他继承了

波德莱尔关于艺术商品化或物化的趋势的判断，强调当今艺木 已与现实融为

一体了 。 因此，传统的审美价值或艺术价值已不复存在 。 他不是要求艺术回

到以前的纯粹化状态，而是鼓吹艺术的焦虑、流动性，甚至自我毁灭、瞬时性和

非现实的特征 。 艺木不再是对幻觉和审美秩序的控制，而是淫荡的眩晕，一种

＊ 本文译自鲍德里业 · 《艺术的阴谋》(The CoIIsP订＂＇二y of Ari [ New York, 2005] ) 。 译注

｀＊ 戴阿宝 ，中国艺术研究院（（ 文艺研究 》杂志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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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纯粹的诱惑 ！ 其二，他依据自己独特的仿像／仿拟理论，把艺术商品化和

艺术的仿拟结合起来，因此超越了波德莱尔 。 在他看来，今天的艺术之所以会

消亡，是因为艺术传统上的区分性功能已经不再，经过各种各样的解放的狂

欢，乌托邦 已成为现实 。 于是，艺术便沦为对现状的仿拟、美术馆化的图像生

产和收藏，已把艺术变成了“某种程度的文化静电复印＂ 。 艺术是它自身消亡

的不断仿拟，鲍德里亚得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形式的

重复中复现了艺木的消亡 。 艺术不过是正在 失去的东西的修补物，也是正在

失去的它自身的修补物 。

在某种意义上，我与艺术和美学的关系一直是私密的，时断时续，游移不定。

或许因为我是一个反偶像崇拜者，我素来怀有道德的、形而上学的传统，怀有政治

的、意识形态的传统，这一传统始终对艺术和文化存有戒心，始终对自然与文化、 艺

术与现实之间的区分存有戒心，这样的事再明显不过了 。 我总是认为 ．坚守艺术是

一种过千直接而简单的解决方式（坚守诗歌和绘画也是如此）：在它的所有问题获

得解决之前，人们不应该从事艺术，人们不应该径直来到形式和外表的诱人一面 。

艺术假定所有的问题已经解决，它甚至不是对真正提出的问题的解决。艺术被理

想化地定义为是对甚至尚未提出的问题的解决 。 不过，我要提出若干问题 。 艺术

是一种广义的诱惑，尽管我已经热切地谈论过诱惑，但是我不想沦为艺术诱惑的牺

牲品 。 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多地谈论诱惑，根据仿拟和仿像－这反映出一种怀疑

的、批判的、矛盾的立场，反映出对现实的本然存在和艺术的本然存在提出挑战的

立场 。 我必须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所可能告诉你的还来自别处，我可能拥有的

视角是有些距离的，来自某个星座，但它是判断当代艺术而不是去预估其价值的最

佳视角 。

我发现了作为反偶像崇拜者言说的某种理由，因为艺术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

是反偶像崇拜的 。

在这条开始于黑格尔的轨道上，黑格尔提及“欲望的消失“，提及艺术处于它自

身消亡的过程中，而在“纯粹的商品“保护下， 一条线索直接把波德莱尔与安迪 · 沃

霍尔连接起来 。 在艺术品概念与现代工业社会之间的巨大对立中，波德莱尔发明

了最初的激进解决方案 。 面对来自商业的、世俗的、资本主义的、广告的社会对艺

术的威胁，面对根据市场价值的新的对象化，波德莱尔从一开始就以绝对的对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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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反对它们，而不再捍卫艺术品的传统特性 C 由千审美价值冒着被商品异化的风

险，无法回避异化，艺术必须在异化中走得更远，用自己的武器与商品作战 。 艺术

必须走上无法逃避的商品无差异的和使艺术品等同于纯粹商品的路径 。 面对现代

商品的挑战．艺术不应该在批判的否定中寻求自身的拯救（因为那样的话，它将仅

变成为艺术的艺术 ． 成为资本主义的可笑而毫无权力的镜像和难以避免的商品）．

它应该在形式的和拜物教的抽象上、在交换价值的幻觉上更进一步一变得比商

品更加商品化 。 激进的艺术，不仅要规避使用价值，而且要规避交换价值 。

一个纯粹的对象本身是无价值、无差异的，为了避免自身被异化，它使自身比

对象更加对象化 赋予它一种致命的性质 。 这一交换价值的超验性，这一借助

其独特价值的商品毁灭，在绘画市场的扩张中随处可见：艺术品的随意投机是对这

一市场的拙劣模仿，是对它本身的市场价值的拙劣模仿，所有的等价交换规则都被

打破了，我们发现自身处在一个与价值没有任何关系的领域，有的只是绝对价值的

幻觉及狂喜 。 这一点不仅在经济层面上是真实的，而且在美学层面上也是真实的，

所有的美学价值（风格、样式、抽象或具象、新潮或复古等）都同时和潜在地处于它

们的最大化状态，任何价值一旦使用它们的特殊功能，就能够立即奏效，无须用任

何手段去比较或引出价值判断。 我们处千拜物—对象的丛林中，而正如人所共知

的，拜物一对象自身是没有价值的，或更确切地说，它自身所具有的价值无法进行

交换 。

这就是今天我们已经达到的艺术之点，这就是波德莱尔一直在为艺术品寻找

的超级反讽 ：超级反讽的商品，因为它不再意指任何东西，它甚至比商品更具有随

意性和非理性，所以，这一切循环起来更加快捷，在丧失意义和参照的同时，却获取

更多的价值 。 在现代性取得胜利的鼓舞下，波德莱尔并没有摒弃把艺术品吸收进

时尚本身中 。 时尚是一种极端的商品、极端的商品消费，也是一种对商品的激进模

仿和激进否定 .. . ...

如果商品的形式砐坏了对象先前的理想性（美、真实性甚至功能性），那么无需

通过否定商品的本质来尝试使其得以恢复。相反，必要的是一并且这构成了现

代世界的反常和冒险的诱惑之物一—使这一断裂绝对化。 两者之间不存在辩证

法，综合总是一种脆弱的解决方式，辩证法总是一种怀旧的解决方式 。 唯一激进的

和现代的解决方式：使商品中新鲜的、不可预期的、异乎寻常的东西成为可能，换句

话说，对有用性和价值保持形式上的冷淡，这一首创亳无保留地被赋予循环 。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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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艺术品应该所是之物：它应该具有一种震撼的、陌生的、惊讶的、焦虑的、流动的，

甚至自我毁灭的、瞬时的和非现实的特征，而这一切在商品中都能找到 。

按照波德莱尔的幻觉—反讽逻辑，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品要加入时尚、广告、＂符

码的幻象” 艺术品在它的惟利是图、流动性、非所指效应、偶然和眩晕中闪

烁一一一个具有奇异的可交换性的纯粹对象，因为根据一些消失的原因，所有的功

效都是可能的 ． 在虚拟意义上是等价的 。

正如我们所知，它们还可能是空无的，但是这一空无、消亡的拜物教被提升到

艺术品的高度 ． 并从中获取意外的效果。一种新的诱惑形式 ： 不再是对幻觉和审美

秩序的控制”而是混荡的舷晕—了谁能说出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粗俗的商品引

发了生产的普遍性 上帝知道这一普遍性是否忧郁。当被提升到具有纯粹商品

的权力时．它产生出诱惑的效果 。

这一艺术对象，作为新近获胜的拜物（不是伤感的、异化的拜物），必须下功夫

去解构它的传统灵韵、它的威望以及它的幻觉权力，以便在纯粹商品的淫荡中凸显

出来 。 它必须摧毁自我令人似曾相识的一面，从而成为怪异的陌生物。但是，这一

陌生化不是疏离于被异化或被压抑的对象 。 它不是通过丧失或剥夺而胜出，而是

通过来自他处的十足的诱惑而胜出 ． 它是通过作为一种纯粹的对象、纯粹的事件来

超越自身的形式而胜出 。

来自波德莱尔所经历的 1855 年世界博览会中有关商品改变的视角，在许多方

面超出了瓦尔特 · 本雅明的观念。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一文中，本雅明

从作品的灵韵和本真性的衰落中得出了一个令人绝望的政治性（政治上绝望的）结

论，从而导致了忧郁的现代性 。 波德莱尔极为夸张的现代立场（但或许 19 世纪才是

真正的现代？）涉及对新的诱惑形式的探寻，这一新形式与纯粹的事件、与众所周知

的迷狂的现代激情捆绑在一起 。

安迪 · 沃霍尔提倡一种成为绝对“机器”的激进法则，甚至比机器更加机器化，

因为他所探寻的是类似机器的自动的作品复制，这一复制已经机器化了，已经模具

化了（它是罐头汤或是标准相），此时的他正在重蹈波德莱尔的纯粹商品的覆辙。

他只是在实现波德莱尔的追求完美的眼光，这一眼光同时构成了现代艺术的命运，

甚至当它否定现代艺术之时：价值的否定性狂喜的彻底实现，表征的否定性狂喜的

彻底实现，直至彻底的自我否定 。 波德莱尔表明，现代艺术家的使命就是要赋予商

品一种英雄般的特质，而资产阶级只是赋予它一种广告中的煽情表达-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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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英雄主义在与商品的对立中难以再造神圣的艺术和价值，也即它将获取一种煽

情的效果，并持续对我们的艺术创作产生广泛的影响，把神圣化的商品作为商

品 他使沃霍尔成为一位现代艺术的英雄或反英雄 。 沃霍尔在艺术消亡的仪式

之路上，在艺术的全部情感消亡的仪式之路上，走得最远 。 他把艺术的否定性的透

明度和艺术对自身真实性的激进性冷漠发挥到了极致 。 现代英雄不是艺术中的崇

高英雄 ， 而是商品世界里对象化讽刺的英雄，这是一个艺术化身于它自身消亡的对

象化反讽的世界 。 但是这一消亡不是否定或绝望，而是商品化 。 在波德莱尔的精

神世界里，它是一种激情的对象 。 存在一种商品的现代幻想，同样存在一种艺术消

亡的幻想 。 当然，你必须知道它是怎样消亡的 。 所有的艺术消亡以及所有的艺术

现代性，都处千艺术的消亡之中 。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媚俗艺术、

官方艺术、为艺术的艺术等之间的所有差异 （ 不再有界限 ， 可以在具象和抽象以及

其他范畴之间转换）中 ，确切地说，诞生于波德莱尔时代的艺术，这一他如此憎恨的

艺术，这一远未死亡的艺术，在今天的世界上的一些重要的博物馆里还在不断地修

复－－这一艺术与那一艺术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借助真实艺术消亡的神秘否定，是

一种几乎不情愿的无意识选择 。 沃霍尔有意识地做出这样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

实在是太有意识、太愤世嫉俗了 。 但是 ， 它还是一个英雄的选择 。 官方艺术从未表

现出 自身的消亡 。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世纪以来它恰恰从我们的心目中消失了 。 在

后现代的今天，它的胜利重现意味着艺术消亡这一伟大的现代冒险已经过去了 。

150 年前， 一定发生了牵涉艺术解放（它作为一种纯粹商品的解放）和艺术消亡

的事情。 一次外爆的实施，紧接着一次内爆的实施，之后，这一循环完结了 。 我们

现在处于无结局的终结中，处于无终结的结局的对立中，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是古

典美学的特征 。 换句话说，我们处于超美学 中， 一种完全不同的事件转向，这是一

种难以描述和诠释的转向，因为根据定义，审美判断不可能在其中发生 。

如果我必须要描述这一流行事态的特征，我会说它是“狂欢之后 ” 。 在某种程

度上，狂欢是现代性的外爆运动，是一切领域解放的外爆运动 。 政治的解放、性的

解放、生产力的解放 、解构力的解放、妇女的解放、儿童的解放、无意识冲动的解放、

艺术的解放 。 所有的表征模型的假设，所有的反表征模型的假设，是总体的狂欢：

现实的、理性的、性别的、批判和反批判的、成长和成长危机的 。 我们已经探寻了生

产的所有路径，探寻了虚拟的对象、符号、信息、意识形态以及快乐的超级再生产的

所有路径 。 今天，如果你问我的意见 ， 一切都已经获得解放 。 骰子已经掷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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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面对的关键问题是：狂欢之后，我们做什么 ？

我们现在唯一可做的是仿拟狂欢和解放，假装在相同的方向上以更快的速度

继续下去，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却是在一无所有的空间里加速度，因为 （生产的、进

步的、革命的）解放的所有目的都已经落在我们身后 。 我们被萦绕、被纠缠的正是

对每一个结果的预期，对每一个符号、每一个形式、每一个欲望的可用性的预期，因

为一切都已经获得了解放 。 还要做什么呢？ 正是这一仿拟状况使得我们完全能够

重现所有的剧本梗概，因为它们已经发生过了 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拟的 。 它

是一种实现了的乌托邦状况，是一种一切乌托邦都已实现了的状况，但是你必须悖

论式地生活，似乎它们并未实现 。 因为它们已经被实现了，并且因为我们不再能够

保持实现它们的希望，所以我们只有寄希望于非确定仿拟中的超实现 。 我们正生

活在当下已落在我们身后的理想、幻想 、 图像和梦境的无限再生产中，而我们必须

在一种致命的同一性中再生产这一切 。

这意味着每一个领域都是真实的 ： 伟大的社会乌托邦在官僚制度和极权主义

的社会中得以实现 。 伟大的性别乌托邦在技术、体育和神经质的每一次性实践中

得以实现 。 这也就是艺术的真实：伟大的艺术乌托邦、伟大的幻想、伟大的艺术超

越性，到处得以实现 。 艺术已经完全融入现实。有人说艺术正在去实体化。 严格

的对立是真实的 ：今天的艺术已经彻底进入现实 。 它不仅在博物馆和画廊里，而且

也在废弃物中，在墙壁上，在大街上，在今天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神圣的一切庸常

之物里 。 世界的审美化已经完成 。 正如我们现在拥有的社会官僚制度的实现、性

技术主义的实现、政治媒体和广告的实现，我们拥有艺术符号的实现 。 它是这样一

种文化，即根据符号和符号循环理解一切之物的官僚化。 对于艺术的商业化、审美

价值的商业化，存在一些抱怨，但这恰恰是一种陈腐的怀旧，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老

调重弹 。 事物的普遍审美化应该更令人忧虑。比起市场投机，我们甚至更畏惧以

文化的、审美的术语把一切仿拟为博物馆学 ( museographic ) 的符号 。 这就是文化，

这就是我们的主导文化：现实的博物馆学再生产的庞大企业，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所

有形式的审美收藏、再仿拟和审美复制的庞大企业 。 这就是最大的威胁。 我称它

为文化的静电复制 。

鉴于这一事物的当下状况，我们不再处于波德莱尔所期待的通过艺术手段赋

予商品普遍性的英雄般的转向之中，我们只是正在赋予世界一种煽情的和审美的

转向，就如同波德莱尔对广告的坻毁那样 。 艺术已经最大限度地成为一种广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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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物，一种文化的普遍性的修补物 。 不同于波德莱尔设想的仿拟的胜利，我们仅

仅拥有一种压抑的、重复的仿拟 。 艺术总是已经成为一种仿像，但是一种曾经拥有

幻觉权力的仿像 。 我们的仿拟是某种不同物，它仅存在于模型的煽情眩晕之中 。

艺术是一种表演的仿像，世界的真实和幻觉在其中起作用 。 现在它仅是审美的修

补物 。 当我说修补物时，我并没有想到假肢 。 我意指其他的，意指更危险的修补

物，那些化学的、荷尔蒙的和生物的修补物，如同肉体的静电复印、精确的复制，它

们造就身体，它们通过一个总体的仿拟过程来造就身体，身体已经消失在它们的背

后 。 正如人们曾经说过的，对于近视的人来说，眼镜将成为总体的、完美的修补物；

对千已经失去了形式和外表的庞幻世界来说，文化和艺术成为总体的修补物 。

我已经说过，现代艺术的极端性存在千它的魔法般的消亡谎言 中 。 但是现代

艺术的资本危机正在重复它自身的消亡 。 这一夸张的消亡的所有形式，这一对形

式的和颜色的夸张的放弃，对艺术实质的夸张的放弃，已经完全呈现出来，甚至艺

术消亡的乌托邦已经实现 。 至于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已经达到第二代仿拟

或仿拟的第三类 。 我们栖居在一个反常的处境里，在此 ， 不仅艺术的乌托邦已经实

现 ． 因为它已经进入（与社会的、政治的和性别的乌托邦相联系的）现实，而且艺术

消亡的乌托邦也已经实现 。 所以，艺术的目的就在于仿拟它自身的消亡，因为它巳

经发生 。 每天我们都在艺术形式的重复中复活艺术的消亡 不管是具象的还是

抽象的一—就像每天我们都在媒体形式的重复中复活政治的消亡，以及每天我们

都在图像和广告形式的重复中复活性别的消亡 。 有必要清晰地区分这样两个时

段 ：英雄的仿像时段，比如说艺术经历和表达它自身的消亡；以及想方设法把这一

消亡作为一种否定性遗产的时段 。 第一个时段是原初的，它只发生过一次，即使它

持续了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两个世纪 。 第二个时段可能持续数个世纪，但它不再

是原初的 。 我认为我们正在被卷入第二个时段，被卷入这一超越的消亡，被卷入这

一超越的仿拟，在这一不可逆转的麻木的意义里被超越 。

存在一个艺术的启蒙时段，也存在一个艺术丧失自身的时段 。 存在一个仿拟

的启蒙时段，也存在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艺术沦为庸常牺牲品的时段（海德格尔强调

指出，陷入庸常是人的第二次堕落，因此是它的现代宿命） 。 但是，存在一个非启蒙

的时段，此时艺术学习与这一庸常性相依为伴——就像对它的自杀的拙劣修补 。

成功的自杀就是艺术的消亡 。 它意味着赋予这一消亡以所有诡计的名望 。 如同巴

洛克一样，它还是仿拟中的一个高点，被死亡和诡计的眩晕所缠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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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些妨碍它们自杀的人没有获得荣誉和成功 。 正如我们了然千心的，一

个失败了的自杀企图是名声的最好形式 。

总之，再次借用本雅明的说法，存在一个仿拟的灵韵，如同存在一个真实的灵

韵 ， 一个原初的灵韵 。 如果我有胆量，我要说存在一个真实的仿拟和非真实的仿

拟 。 这样的说法似乎是矛盾的，但它却是真实的 。 存在一个“真实的＂仿拟和“虚假

的＂仿拟 。 当沃霍尔在 20 世纪 60 年代绘制《坎贝尔浓汤 》(Campbell 's Soups) 时，它

是一个仿拟的妙计，是一个对所有的现代艺术来说的妙计：这一商品一物、这一商

品一符号反讽地一举成为神圣的—一这是我们还拥有的唯一的仪式，透明的仪式。

但是，当 1986 年绘制《汤盒 》 (Soup Boxes) 时，他不再进行说明，他巳身处仿拟的陈

规之中 。 1965 年，他以原初的方式攻击原初性概念 。 1986 年，他以非原初的方式复

制了非原初性 。 1965 年，他以禁欲和反讽的方式 （商品的禁欲主义，它的清教徒的

和幻想的一面 谜一般的，正如马克思所写道的）应对艺术中商品喷发造成的整

体性损伤 ， 以及出于同样理由的简约的艺术实践 。 商品的本性，准确地说商品的邪

恶本性，产生一种新的艺术技巧 仿拟的本性。 1986 年没有留下什么，惟有展示

商品新阶段的引人注意的本性 。 它再次成为法定的审美化商品，落入了波德莱尔

谴责的煽情的审美化 。 你或许会回答：当你 20 年后做同样的事情时，反讽的味道甚

至更强烈。我并不这样认为 。 我相信仿拟的本性，我不相信它的鬼魂。或者它的

尸体 ，甚至是立体化的呈现 。 我知道，在几个世纪之后，一座真实的庞培城别墅 (a

real Pompeian vi lla) 和马里布 C Ma l ibu ) 的保罗 · 盖提美术馆 ( J . Paul Gerry 

Museum in Malibu ) 之间不会再有差异，在法国大革命和 1989 年洛杉矶奥林匹克纪

念仪式之间不会再有差异 ，但是我们仍然与这一差异朝夕相伴，并从这一差异中获

取我们的能量 。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 ： 或仿拟是不可逆的，仿拟之外无物存在，它甚至不再是一

个事件；它是我们的绝对化庸常，是我们的日常淫荡，我们确切无疑是虚无的，而且

我们正在准备一种对千我们文化的所有形式的无意义重复，以等待另一个不可预

期的事件 但是它来自何处？或存在一种仿拟真的艺术，一种反讽的性质，它复

活世界的诸多表象以摧毁它们 。 再有，艺术除了啄食自己的尸体之外，一无所成，

如同今天的常见状态一样 。 你无法在相同之物上层层叠加以致无穷：那将是一种

鳖脚的仿拟 。 你必须从相同中撕开相同 。 每一个图像必须脱离世界的现实，某物

必须在每一个图像中消失，但是你不能陷入毁灭的诱惑，陷入确定的墒。消亡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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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延续着－那是艺术和诱惑的秘密。在艺术中－一－既适用于当代艺术又适用

于古典艺术一—存在一种双重的结合乃至一种双重的策略：一种毁灭的、涂抹所有

的世界和现实痕迹的冲动，以及对这一冲动的抵制 。 正如亨利 · 米肖 叨听说的，艺

术家是这样一种人，即以他或她的所有能量来反对消除痕迹的根本性冲动。

我说过我是一个反偶像崇拜者，艺术本身已经成为反偶像崇拜者 。 我的意思

是，这一全新的现代的反偶像崇拜者，它并不是要摧毁图像，而是要制造图像，制造

图像的整合，在此无物可看 。 我在纽约看过的大部分图像，都是无物可看的 。 它们

都是没有留下任何踪迹的真正图像 。 它们缺少可以提及的审美结果一—除非是这

一专业的专家一—但是在每一个图像的背后，某物已经消亡 。 那里存放着它们的

秘密，如果它们有秘密的话，那里存放着仿拟的秘密，如果它有秘密的话 。

如果我们考虑这一点，对于拜占庭的反偶像崇拜者来说，问题是一样的 。 反偶

像崇拜者是一些敏锐的人，他们宣称代表上帝的更大的荣誉，但是事实上他们在图

像中仿拟上帝，与此同时，非仿拟上帝存在的问题 。 在每一个图像的背后，上帝已

经消失 。 他没有死亡，他已经消失；它不再是一个问题 。 上帝的存在或非存在的问

题被仿拟地解决了 。

但是人们可以想到，这是上帝自己的理念的消失，确切地说，消失在图像背后 。

上帝利用图像来消失，服从于消除一切痕迹的根本性冲动 。 千是，预言出现了 ： 我

们生活在仿拟的世界，这一世界里，符号的最大功能就是使现实消失，与此同时，把

这一消失遮蔽起来 。 艺术别无他求 。 今天的媒体也别无他求 。 这就是为什么它们

具有相同的命运 。

我要变换视角，把结尾放在一条有关希望的注释上 。 我把这一分析放在“狂欢

之后”的符号之下 在现代性狂欢之后，我们做什么？ 我们所剩下的只有仿拟了

吗？“消失点”的观念和｀文化复印程度”之间有某种让人忧郁的细微区别吗？我忘

记说，这一表述一一“狂欢之后”一一来自一则充满希望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男入

的故事，在狂欢期间，他对一个女人耳语说： ＂狂欢之后 ，你要干什么？”

总是存在一种新的诱惑和希望。

0 米肖 ( Henri Michaux , 1 899- 1984) ， 出生于比利时的法国诗人和画家。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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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丹托著 殷曼梓吐 译

阿瑟 · 丹托(Arthur Danto , 1924- ），美国哲

学家、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 。 1951 年以来一直担任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哲学学会和美学学会

主席 。 长期为 Nation 杂志撰写艺术评论，对当代西

方艺术和艺术理论很有影响，提出了“艺术界”、“艺

术终结”、“艺术终结之后”等一 系列命题。 著有《 寻

常物的煌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 》《 艺术的哲学剥

夺》《超越布里洛盒子 ： 后历史视野中的视觉艺术 》《 艺术终结之后 》《 美的滥

用 》等 。

丹托 1964 年提出了“艺术界”的理论，用以解释当代西方艺术中的种种新

现象，此后这一理论被发展成为艺术体制和惯例理论 。 时隔 26 年之后，丹托重

新反思自己的理论，并参照晚近艺术及其理论的发展，进一步明确地把艺术界

理论界定力 一种解释艺术的“理由话语“，亦即依据何种理由或原因来界定艺

木并使之合法化 。 在分析这种理由话语时 ． 丹托特别批评了一种“相似性的喜

剧＂，即对当下作品与历史作品间的某种表面相似性做解释，因而造成了这一

误读 。 换言之，理由话语需要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有更加仔细和审慎的解读，

在表面相似中解读出差异来 。

u 

..本文译自 “The A rt World Revisited : Comedies o f Similarity .''Arthur Coleman Danto . Beyond 1he 

Brillv Box : The Visual An s in Pos1-h is1vr icul P en pee归 (Ca lifornia , 1 992 ) 。 译注

关关 殷曼桴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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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伦勃朗有一种说法，即认为《波兰骑士 》 C The Polish Rider) 不管是谁画的，

反正在我们的认识中不是伦勃朗画了这幅佳作 ·这一说法引发了大量重估意见，与

之相比照的问题是，某物是或不是艺术品似乎是一个苍白的学术问题 ． 一个遥远的

哲学问题 。 但是，这样的问题却关乎一种社会声望，联系着某物作为艺术的身份，

以至于上述两个议题的重估几乎是并驾齐驱的 。 声称这幅画由伦勃朗所绘．这也

就是声称对它处在最伟大的收藏品之列而感到自豪 ． 并要求艺术朝圣者在审美上

予以关注 。 身为一幅伟大的伦勃朗作品，就如《夜巡 ）） · 它就合法地享有了博物馆中

祭坛画的先决条件，如在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那样，就好像大教堂与民族身份

认同那样的关系 。 反之 ．如果这只是出自 《 波兰骑士 》的某画家之手，那么，对它所

做的定位就只是凭借其画家是 17 世纪荷兰二流艺术家中的高手而做出的主张，它

就只能放在隶属伦勃朗画派的二流美术馆之中 。 从术语最粗糙的意义上来说．还

存在着进一步的后继评估 ： 如果《波兰骑士 》是作为伦勃朗真迹的身份进入市场的

话，那么它或许会打破艺术界等待已久的 4 亿美元的记录。把一件家具重归类为一

件艺术品，对于该物品也有着相似的体制及经济上的影响 ： 不再只把它看作优秀的

手工艺品典范来欣赏，而是作为意义的传播工具，那么它的制造者也不再作为手艺

人 手艺人不太重要的对应概念是木匠和家具匠，而是作为以木料或玻璃为媒

介的艺术家而受到称赞 ． 就如同伦勃朗利用颜料，或是米开朗基罗利用石料那样 。

那个作品现在就是艺术，它处千被阐释的候选者之列，但有趣的是 ． 这些阐释并不

适用千纯粹的床和器皿 。

尽管有这些类似，我们仍值得停下来考虑以下的区别 ： 一是决定作品是为伦勃

朗所做还是非伦勃朗所做之间方法上的区别；二是决定作品是艺术或非艺术之间

方法上的区别 。 总部位于荷兰的研究团队专注于确定伦勃朗画集的真迹，它由拥

有新的确认作品真实性的科学协助手段 X 光、分子共振等等 的学者组成，

这些人掌握了 17 世纪以来的档案材料和鉴赏方法，凭借这些，人们能辨别出费迪南

德 · 波尔、0弗林特、叫昏拉德 · 道心塞缪尔 · 范 · 胡格斯特拉丁＠彼此之间的差异

与相似，以及他们与伦勃朗之间的异同 。 其程序是法医式的和经验性的，所以如果

0 波尔 (Fcrc.linand Bo! . 1616— 168(1 ) ．荷兰艺术家 。 译注

＠ 弗林特(Govaert Flincr, 1615- 1660) ．荷兰艺术家 。 译注

＠ 道 (Gerard Dou. 1613— 1675) ，荷兰艺术家 。 －~译注

＠ 胡格斯特拉丁(Samuel van Hoogstra ten, 1627- 1678 ) ．荷兰 艺术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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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主张《波兰骑士 》应有所存疑，而某个人希望坚持它没有疑点，他就必须配备上

他所掌握的同样的科学设备，用证据去反击证据 。 在这样的争论中，双方都会同意

那种能两可地解决问题的文档 。 假设某物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是艺术品，即使在

更早的历史时期里它不可能一直是艺术品，且分子共振能告诉我们该物属于哪一

时期，但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一种仪器可以证实、甚至废除一个主张：一旦某物是

艺术品在历史上可能，那它就是艺术品 。 这场争论似乎一点都不科学 。 那么｀人们

是如何进行的呢？

文德尔 · 卡斯特尔。是一位公认的美国工作室家具运动 ( Studio Furniture 

movement ) 的领袖 ｀他的例子颇有些启发性 。 卡斯特尔一度对手工艺与艺术之间不

公平的差别对待尤为恼火，他也找了些办法来清除这种让他不能享受那更高收益

的可恨界限 。 显然，只是声称他自己是艺术家对他并没什么好处 。 穿着工作服和

带着贝雷帽四处乱走，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十分哲学化的妙计，以致哲学家们还没能

提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裁决人类与阿兰 · 图灵©所命名的”计算机器”之间的区别 。

图灵著名的试验是 ： 如果我们不能分辨出差别，那就不存在差别 。 也就是说，虽然

我们所能分辨出的某个产品是一个人类产品，但万－这个产品事实上是机器生产

的，而非由个人生产 ，那么在人类与机器之间就可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 卡斯特尔

把一个物体 虽然那只是个凳子 造得看上去十足像一个木雕类的抽象艺术

品，这样他可以把它提交给雕塑展的评审团。一旦进入这个评审团，它就被组成这

个评审团的专家们所接受了 。 他的策略是这样的 ： 每个人都承认那个雕塑是艺术 。

如果专家评委不能把一件家具和一件雕塑区别开，那么在一件家具和一件艺术品

之间就不会有区别 。 我所说的卡斯特尔试验实际上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但它不

可能如其发生的那样发生在 19 世纪 50 年代，这是显而易见的 。 因为 1 9 世纪中叶，

雕塑很容易这样来辨认：因为绝大多数的雕塑都是雕像，而绝大多数的雕像都是现

实主义的 。 所以没有凳子会看起来真实地像是雕像｀比如，自由女神像、摩西像或

是拿破仑的塑像 。 但在 1959 年，当卡斯特尔递交了他其后命名为 《凳雕 》 (Stool

Sculpture) 的作品时，这样的事物却是可能的，因为那时已有抽象雕塑和雕刻家具

了，并且也是因为《凳雕 》看似更像一件典型的抽象作品，而非一个典型的凳子 。 其

(i) 卡斯特尔 (Wendell Castle , 1')32— ) ， 美国家具艺术家 。 译注

＠ 图灵(Alan Turing. 1 912- 1 954) ． 英国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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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如果你能和卡斯特尔本人一样敏捷、一样瘦而结实，并知道要把腿放哪儿，你也

可以坐在凳子上（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个凳子都是不舒服的典型） 。 依我之见，卡

斯特尔试验困难之处在于，它只有在难以看出该物是一件家具的情况下才起作用 。

或者，只有在你 尽管是个专家一无法分辨家具和雕塑之间区别的情况下才

起作用 。 然而，这样看该间题却并不是很超前：这花招只是把一个属于典型家具的

东西承认为是艺术 ，但却无须那个将它伪装为雕塑的调解性步骤 。 可是，除了通过

诉诸专家，这个问题还要怎么解决呢？ 卡斯特尔一生都展示了他的哲学敏锐，他的

这一做法巳触及了所谓的艺术体制论，根据这一理论，让某物成为艺术而其他物却

不行的是某个艺术界——例如专家-一所规定之物 。 这样一来就只留下了一个问

题：谁属千艺术界？

我想联系一些例子来提出这一问题，艺术体制论最初正是作为对这类例子的

回应而逐渐形成的。尽管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例子对图灵机／卡斯特尔这类试验

施加了相当的压力 。 也许会有人感到，即使我们不能区分出机器产品与人类产品

之间的差异，但差别依旧存在 。 图灵无疑可视之为是有意的，但那只展现了他的差

异观受控千一种证实主义的 或是实用主义——意义理论的程度：如果在效果

或结果上不存在区别，如果不存在可辨别的区别，那就不存在区别 。 因为如果要是

有某种区别，就必须是可观察到的区别，否则，声称存在某种区别就几乎是无意义

的 。 但当然，著名的图灵试验的某个批评家或许即使如此也会坚持认为，机器最能

模拟人类的产品，虽然我们无法区别仿真(simulation )和仿造 (simulated ) ，但区别还

是存在的，而且还是一种深层的区别一一就如同清醒时的经验与它梦中的仿真那

样深层的区别 。 在任何情况下，来自于艺术界的例子都是这样一种事例，它们坚持

认为：虽然我们不能辨出区别，但那二者之间确有区别，比如，一个真的布里洛纸箱

和安迪 · 沃霍尔所创作的一件称为《布里洛盒子》的艺术品之间确实有着区别 。 的

确，相似几乎不会如此完美， 以至于根本不可能辨别 。《布里洛盒子 》是用木材做

的，是模版印刷而成的；而布里洛纸箱是用波纹纸板做的，是印刷而成 。 可是，这些

都不是艺术品与我所称的“纯粹真实物”之间的区别所在 。 若有哲学家说木制是艺

术品的标记 ，这可能听起来会挺傻，特别是当艺术界中如此之多的艺术品都是纸质

媒介的时候 。 人们也可能会很容易地想象，与事实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 《布里

洛盒子 》本来可能是一个结实的胶合板箱的纸板拟像，布里洛员工是用那种胶合板

箱来船运肥皂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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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体制论寻求以艺术界为参照来确立区别 ： 用乔治·迪基。著名的话来说，

艺术界指定《布里洛盒子》一而非布里洛盒子一一是“有待欣赏的候选品＂ 。 这把

我们重新带回到谁是艺术界成员的问题 。 然而，人们也普遍承认，海关安检员不是

像卡斯特尔试验那样工作的，对于海关官员缺乏想象力的眼睛来说，情况确实如

此 。 卡斯特尔试验的运作方式是：既然《布里洛盒子》和真实的布里洛盒子之间没

有可辨别的区别，那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多伦多艺术商杰罗德 · 莫里斯

(Jerrold Morris)试图在 1965 年著名的＂雕塑展”上安排一场展览，但加拿大海关坚

待认为，所谓的沃霍尔的雕塑不过是货物，并要交税，而按该国的法律，”原创雕塑＂

应是免税的 。 查尔斯 · 康福特(Charles Comfort)博士当时是加拿大国家美术馆的

馆长，他也站在了海关的一边 。 看着那些照片，他声称：＂我看得出来它们不是雕

塑 。“确实，《布里洛盒子 》与布里洛盒子这二者的照片比那些盒子本身更加难以辨

别 。 但康福特是不是艺术界的成员呢？马既美术馆 (Stable Gallery) 的馆长，埃莉

诺·华德(Eleanor Ward)则感到完全被《布里洛盒子》背叛了 。 “她憎恨它们 。”埃米

尔·德·安东尼奥(Emile de Antonio，他安排了沃霍尔的展览，这是在纽约一个严

肃画廊的首次展览）向我写信说道，”她在开幕式上脸色铁青，大家都笑了＂ 。 我的

一个艺术家朋友在留言簿上大大地写下了 “SHIT” 。 我想它们是艺术，但我在那时

决不是艺术界的成员。当然，李欧 · 卡斯特里(Leo Castelli)最后接受沃霍尔，让他

的作品进了自己的画廊，并视它们为艺术 。 但艺术界显然不是一个一致的团体：我

们当然不会想把艺术界规定为只是在 1964 年认为 《布里洛盒子 》是艺术的那批

人 这一团体会让我（一个哲学家）进入艺术界，把加拿大国家美术馆馆长排除

在外，更不用说排斥了那个展览了它们但又觉得自己受骗了的馆长 。 它当然也排

斥了那个弄污了留言簿的艺术家，更不用说会排斥许多贵族化的批评家 。 而且，波

普艺术其实是流行的 很多普通大众都热爱《坎贝尔汤罐 》，这部分可能是因为

“专家们＂憎恨它们。人们喜爱它的一个事实：沃霍尔用最普通的寻常物造出了艺

术，让人们为它花大价钱 。 （其实，《布里洛盒子 》就赚钱而言是一次失败，我当时没

有买一个乃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

我发表于 1964 年的文章，是对《布里洛盒子 》的一个直接的哲学回应，它明确地

命名为“艺术界“，但这篇文章较之于是什么让《布里洛盒子 》成为艺术这个问题来

0 迪基(George Dickie, 1926- ） ， 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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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更关心的是有些康德哲学式的问题 ： 它成为艺术何以可能 。 而我认为，在这

一历史时刻中必定有某种东西解释了这一可能性，因为在任何更早的时刻里，一个

难以识别的对象都不曾是艺术品 。 我这样写道：“把某物看作是艺术要求某种眼睛

看不见的东西一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一个艺术界 。“我想，当

马蒂斯向特里亚德 (Teriade)透露他的想法时，他所指的东西相当接近千我的观点 。

我们的感觉是有一个发展阶段的 ， 这 一 阶段不是产生于 眼 下 的 环境 ，而 是

出自于文明的某个时刻 ……艺术出现了一种发展 ， 这发展不是仅凭个人力量

而产生的 ， 它也源 自于一种累积的力量 ， 源自于 一种领先 于 我们的文明。 一个

有天赋的艺木家不能只做他喜欢的 事 。 如果他 只 利用他的天赋 ， 他不会存在 。

我们并．非我们所生产之物的主人。 它是施加于我们之上的 。

现在，我认为艺术界是一个有其历史秩序安排的艺术品的世界，它由那些 自身

也有其历史秩序安排的各种理论授予权力 。 同样，我想我的理论也是一种体制论，

按照这一理论，艺术界本身也是被体制化的 。 但这不是艺术的体制论，它是因乔

治 · 迪基对我著作的一种创造性误解而产生的 。 是什么让像沃霍尔之作这样的艺

术品成为可能？较之于这个问题，迪基更关心的是 ： 是什么使之成为现实 。 他的艺

术界观念几乎就是一个专家团体，他们通过授权而授予某物以资格 。 在一定程度

上，迪基的理论暗示了那些授予权力的精英，它与道德语言的非认知性理论沾点儿

关系 。 “那是艺术 ！ ”这句话有着“那是善的！”这样的逻辑地位，因为后者是在高度

实证主义的兴盛时代里被解读的，那个时代先进的道德哲学家认为，道德语言所做

的一切就是抒发情感 。 迪基对他们在做心理学分析的地方做了社会学分析，这值

得赞扬，但根据真实条件，在这两者之间可选择的余地很小：它曾是或正是一个非

认知性的艺术理论 。 他理论的关键之处在于 ： 当被艺术界宣布为艺术时，某物才是

艺术 。 正是这一点成了迪基立场中易受攻击的部分 。 谁是艺术界？标准的问题是

伴随着这一问题吗： 一个人如何成为它的一员？“如果代表确实存在 ，那么这些代

表确实逐项审核了所有具有艺术资格的候选作品吗？ 当他授予一些作品以候选资

格时，他们是否拒绝授予其他作品以候选资格？“理查德 · 沃尔海姆。戏谑式地间

CD 沃尔海姆 ( Richa rd Wolllheim , 1923-2003) ，英国哲学家和美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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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那么又是谁保有着这些决策的记录 ：它们是在艺术杂志里宣布的吗？艺术编

辑是不是守候在裁判室之外，迫切地给他们的出版社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些独家新

闻？迪基在多大程度上能准确地意指他想说的东西？

这些仅仅是恶作剧式的困难 。 我们毫不意外地发现，沃尔海姆的最佳论证挪

用了苏格拉底用来驳斥欧提弗罗的方法，也就是说，当欧提弗罗声称自己是讨论虔

诚问题的专家，并称这个问题是神所爱的一切时，苏格拉底用这个方法驳斥了他 。

千是问题变成了 ： 因为众神爱它，所以它是虔诚的；还是因为它是虔诚，所以众神爱

它 。 如果问题是后者，那么必然还有些东西描绘了虔诚的特征，那是未得到清楚揭

示的东西，也就是说，神是根据某样东西才爱它的。一旦我们知道它，我们就能如

神一样专业 。 如果问题是前者，神确实就是他们所爱之物的专家，但他们的爱却是

毫无根据或理由的 。 “如果他们所做的就是认定，那么对千他们所做的行为来说，

艺术界的代表必须有什么理由吗？ 或者，他们不必有什么理由 ？＂沃尔海姆问道 。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理由最终会是我们所需知道的一切 。 它们将会提供给我们

有关一幅画成为一件艺术品之理由的全部说明……而艺术界代表的进一步要求又

是什么呢＂。一旦我们认识到其成员声称某物是一件艺术品所依据的理由是什么，

提到某个艺术界 至少是如迪基所采用的那个艺术界 就只是从艺术定义中

退出 。 对千这个问题而言，并不仅是单纯的命令问题。 而且， 一旦我们知道得更

多，授权似乎就无理由了 。

但或许，授权的成分对千一个伦理话语的非认知性理论来说，并不如它的支持

者最初所相信的那么关键：在说“那是艺术 ！＂的过程中，就像在说“那是善的 ！ ”时一

样，或许确实有一种宣告的元素 。 但在我们的道德话语中，我们实际上究竞会多频

繁地说“那是善的 ！”呢？ 就好似我们身处千海明威0的小说中那样 。 大约就像

我们会很少称某物是艺术品那样稀少 。 较之于沃尔海姆所提供的东西，这里所涉

及的理由则是更需要通过分析而获得的 。 有理由相信某物是艺术品， 以及某物是

艺术品有赖于那让它成为艺术的理由，在这两者之间必须做出某种区分 。 国家博

物馆的馆长说某物是艺术！ 一个海关安检员或许的确会把这个事实作为相信某物

是艺术的理由，这只是因为馆长是处千专业结构之中的 。 但他的说法 它是一

件艺术品 并不是某物成为艺术的理由 。 然而 ， 某物是一件艺术品，这依赖千某

0 海明威(Erne~t Miller Hemingway , 1899~ 1961 ) ，美国小说家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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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理由，并且在这个给予该资格的理由系统之外，任何事物都不会真的成为一件艺

术品 ：艺术品不是天生就如此 。 无论名称是什么，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但一件

艺术品不是 。 那也是让艺术在本体论上很有趣的部分因素 。 如果艺术品是自然

物，那么体制理论这样的东西甚至不会创建 。 大致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如果“风

景画就和石头一样”这样的价值观散播开来，那么非认知论也几乎不会创建：不可

能有一种关于石头的非认知性理论！

有关这些资格授予的理由，有两点需要谈谈：首先，成为艺术界一员也就是参

与进了我们称之为理由话语(discourse of reasons) 的系统之中；第二，艺术是历史性

的，因为理由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历史性的．。《布里洛盒子 》有机会成为一件艺术品

是由于一个事实，虽然众多特征曾被看作是把某物辨别为艺术的核心特征，但在

《布里洛盒子》出现之前的数年里，这些特征都已经被拒绝视作是艺术本质的一部

分，所以艺术定义本身就已被削弱到几乎一切物都是艺术品的地步了 。 艺术界的

成员应是熟悉这一部削弱史的人。《布里洛盒子 》的非凡之处在于，它是从一种隐

蔽的熟悉意象中提取出的，那意象看似远离了名义上对艺术感兴趣的诸审美成见，

以至于看见它出现在艺术画廊中就会让人感到震惊，然而，同时人们也很清楚，现

存流行的艺术概念中没有什么理论能把它拒之门外 。 这一授权或许来自沃霍尔，

但在参与进相关理由系统之历史的人当中，却有足够多的人准备去承认它，将之纳

入获得认可的艺术标准之列 。 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些理由时，我们就拥有了我们

所需的一切确乎如此。 人们忽略了以下两件事，正是理由话语授予了纯然是物之

物以艺术的资格，以及理由话语就是从体制上加以解释的艺术界 。 当然，不同的个

人在那一话语体系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加拿大国家美术馆的馆长显然是落伍了 ，

用懊恼的画廊商人的话说，他让加拿大成为艺术界的笑柄 。 但还是有很多其他人

是停留在艺术界中早期位置之上的，这其中也包括那个画商，即使如此，她也算是

跟得上时代了，她把沃霍尔为她所画的一幅《幸运的两美元》看作是件艺术品 。 作

为交换，她给沃霍尔提供了他的第一场主场秀，当时还没有其他画商愿意那么做。

另一方面，是《布里洛盒子 》让卡斯特里转向了沃霍尔这一边 ：他过去的疑虑是，沃

霍尔直到那时看似还只是在做里奇滕斯坦叨所在做的那类事 。 而现在，沃霍尔已经

进入了卡斯特里毫不犹豫地视之为雕塑的领域，卡斯特里疑虑的根据已经消失了 。

CD 里奇滕斯坦 ( Roy Lichtens tein. I 923-1997) ， 美国波普艺术家 。 译注

254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再论艺术界：相似性的喜剧

我在《寻常物的变形 》 ( 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妞提出了一个

命题，该命题是说，艺术品是符号表达，在这种符号表达中它们呈现出其意义 。 批

评的任务是辨识意义并解释它们得到体现的方式 。 这样的解释之下，批评也就是

理由话语，加入这个理由话语就规定了艺术体制论的艺术界 ： 把某物视作艺术也就

是准备按照它表达什么及如何表达来解释它 。 有时，作品的意义已经丧失了 ， 而考

古学中的复杂实践 如瓦堡(Aby Warburg) 或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 ) 这些

大师很擅于此一被要求去发现它们，并且为这些作品重新建构起对千原初的艺

术界来说应显而易见的东西 。 只是在它们作为符号的性质中，存在着一个交流系

统、一个作品的隐含受众 。 我们可以把那类受众辨识为作品的艺术界，在该艺术界

的成员之中是一些深谙理由话语的人，这个理由话语把那件作品建构为艺术品，建

构其所是的作品 。 波普艺术之所以流行，原因在千其作品所蕴含的意义属于那一

时代的日常文化，这样我们就好像看到艺术界与日常文化的边界重合了 。 电影明

星、超级市场货架的明星、体育界明星 、漫画明星 ， 甚至在沃霍尔本人的例子中，艺

术界明星，对千生活在日常文化生活中的任何人来说，他们／她们都是立刻可以辨

认出来的 。 艺术以界定其 日常生活的方式，救赎了对每个人都意义重大的符号 。

温暖、食物、整洁、可预测性，这些都是意义深远的人类价值，而堆在一起的坎贝尔

汤罐例示了这些价值 。 布里洛纸板象征了我们与灰尘的斗争，以及居家生活秩序

的胜利 。 漫画提取了我们童年的幻想，以其标志性的色彩和鲜明的轮廓，生动地体

现了纯真无邪的视觉愉悦 。 从某一深刻的方面看，艺术是保守的，它让那些活在生

活形式 这种生活形式具体体现在那些作品中一中的人能顺应他们所生存的

生活形式 。 沃霍尔歌颂他所生长以及他所失去的那个世界。 同样地， 10 年后，辛

迪 · 舍曼©在她的《无题电影剧照》 ( Untitled Film Sti lls) 中 心也赞美了一种消亡的

生活形式 ： 当她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创作出这些作品时，这些剧照只是废弃品，并

属千一种正在衰落的电影文化资料， 当然，她所挪用的这些剧照产生了很好的效

＠ 该书中译本（（ 寻常物的婿变 ． 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 ）） ·陈岸瑛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 一译注

＠ 舍曼 (Cindy Shemian . 1954- ） ． 美国摄影家和电影导演 。 译注

＠《无题电影剧照 ））系列中 ， 舍曼故意模仿电影剧照，自 己扮演 、拍摄了不同的女性角色 。 可参见蜂鸟网：

《女权欲望：无题电影剧照 》 ， http :// image. fengniao. com/ 11 3/ 11 35981 . hnnl ；雅 昌艺术网： 《辛迪 · 舍

曼的多种角色 福纪子对辛迪 · 舍曼访谈录（郑幼幼校订版本） 》 （ 上、下 ） ． http, // photo. artron. 

net/ show_ new、.php? newid = 224894 以及 hnp, // photo. artron. net/ show _ news. php? newid = 

224895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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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幅舍曼的剧照和一张“真实的＂剧照之间的区别，与卡斯特尔寻求去跨越的

艺术和手工艺品之间的差别是相对应的 。 这种差别在哲学上是难解的，因为她的

剧照实在太像真实剧照了，以至于按照彼得 · 谢达尔0的看法，人们说，他们知道

“她的＂剧照属于哪部电影是很常见的 。 只是作为阐释的开场白，我们必须说：她的

照片是与一类真实剧照有关的，这些剧照太像真实剧照了，以致很容易被视为是其

所指的范例，它们进而与剧照所属的生活的价值和态度有关。 那就是为何她的影

像意义如此丰富的原因 。 当真实的剧照不再被当作观看者一般文化的一部分时，

也就是说，当舍曼的剧照看起来仅仅只像照片时，它将会需要瓦堡和帕诺夫斯基的

考古学及阐述的天赋，以便让它们的意义可以理解 。

我此处所指的这种阐释是在约束真实与虚假的情况下进行的：阐释一件作品

就是要承诺对作品做某种历史性的阐述 。 我所赞成的艺术界理论是个人的松散关

系，通过理论和历史，这些人完全知道他们能够实践艺术史学家迈克尔 · 巴克桑德

尔©所说的“推理性的艺术批评＂，这实际上只是对艺术品的历史性阐述 。 当阐述

Cexplainations) 出错时，阐释 ( interpretations)也就错了 。 还有另一种阐释，诚然，它

在现今得到了许多讨论，即罗兰 · 巴特©所认为的“可写的＂阐释，它反对“可读的＂

阐释 。 我所讨论的是可读的阐释，即可写的阅读在逻辑类型上接近于非认知性话

语 它由授权和声明组成 ： 它就是作品对观看者来说所表达的东西，无需关心它

是对还是错 。 正是在这种意义的阐释下，作品有时才被说成是容许无限阐释的，阐

释在其中是一种与能指的嬉戏 。 它或许，而且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由约瑟夫 ·

马戈利斯＠等人讨论过了 ，即可写性也暗示了一种可读的阐释：在它“对我”可以有

什么意义的问题出现之前，它首先要求某物被认可为一件作品 。 人们或许也会讨

论，艺术之所以重要的部分原因是，它能或甚至必须让可写的阐释发生，并对特定

的观看者表达特定的意义，而不是对每位观看者表达同样的意义 。 如果我在看《李

尔王 》时想到了我的家族史，那对《李尔王 》而言并无阐述价值 。 如果我高兴地注意

到，有时我能在马奈的《奥林匹亚》的人物中看到我女儿的一些特征，这并不是推理

性的艺术批评 。 可读的阐释是不可靠的，正是因为它在形式上是一种阐述性的假

O 谢达尔 (Peter Schjeldahl. 1942— )．美国艺术批评家。 一译注

＠ 巴克桑德尔 ( Michael Baxandall. 1933一2OU8) ，英国艺术史家。－—-译注

＠ 巴特 ( Roland 扣rthes. 1 915— 1980) 法国理论家和符号学家 。 译注

＠ 马戈利斯 (Joseph Margoli s , 192.+— ) ， 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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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但它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主观的 。 我对德里达0的理解是，对他来说，只存在着

与能指的自由嬉戏，因而只有可写的阅读 。 而我所理解的肯达尔 · 沃顿©的有趣的

再现理论一如他所称的“假装相信“(make-believe ) 是，我不能看出它如何能

包容这两种阐释之间的区别 。

当任务是为作品制定某种类似理论的东西时，考察一下艺术界成员对首次碰

见的作品做出反应的方式，会颇有启发性，而针对该情况，艺术界也常常呼唤某种

对它的评价，例如就像批评家所被要求的那样 。 罗伯塔 · 史密斯< Roberta Smith ) 

是《纽约时报 》的一个评论家，她有次告诉我，她发现最让她有兴趣的那部分工作

是 ： 她经常是第一个写某位艺术家的人，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历史或理论的帮助，

因为这艺术家还鲜为人知 。 此时，那些艺术界之外的人会碰到相当多的困难 ． 因为

除了承认它“必定是艺术”一一它是出现在一个画廊、甚或是在一个博物馆里

的 之外，他们能说出的理由极少 。 其原因在于，他们缺少进入适用于此的理由

话语的门路 。 他们最多只能以非艺术的方式去描绘它，如“它是用胶合板造的”或

＂它看起来就是一堆破玻璃＂。 但即使当有人已经进入了这一话语系统，并且他因

此确实是艺术界的一分子时，他也不是绝对可靠的 。 而有的人只是开始讨论这个

尚有争议的作品，但该话语还要加以修正 。 艺术界并不会做出统一的反应 。

考虑一下伊娃 · 海瑟匈叭节拍器不规则 2 号 》(Metronomic Irregularity II ) ，或

许它如现今这样在雕塑方面已经有很大影响了，但当这件作品在 1966 年首次展出

时，人们对它感到如此陌生，甚至一个老练的艺术界成员也几乎会视之为激进的异

端 。 这个作品很宽大，由三个上了漆的木板组成 ． 每个都有 48 平方英寸，由约同样

尺寸的空间隔开 。 木板则在每隔半英寸处打孔，所以它们看起来就像工业孔板，尽

管它是“手工的＂ 。 它们由锻膜的金属丝松散地穿进穿出、拉着连接在一起，这样它

看起来就像乱糟糟的一团 。 各个木板是机械式的、有序的，看上去就好像那金属丝

本身也应该是拉紧的、有序的，但它不是这样，金属丝令人失望地松着又纠缠不清：

它看上去就好似它是由某个系鞋带有困难的人穿过那些孔造成的 。 在某种程度

上金属丝看似像放松的束腹带，以便让被约束的肉体松口气。 在 1966 年根本看不

CD 德里达 (J acq u es De rrida . 1 93 1)—2O1)4 ) ． 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 。 译注

＠ 沃顿 ( Kenda ll Walton. 1 939一 ）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译注

＠ 海瑟 ( Eva H e沁e . 1936— 1 97( ） ） ，美国德裔雕塑家。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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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与它类似的东西，除非有人常去海瑟的雕塑室， 即使那样它也是有点新奇的 。 它

被挂在玛丽莲 · 菲希巴赫画廊 (Ma ry lyn Fischbach Ga llery) 的墙上，出现在由露

西 · 利帕德。所组织的名为“怪诞抽象派” ( Eccen tric Abstract ion ) 的展览中 。 正是

在那里，希尔顿 · 克莱默 (Hil ton Kramer) 他后来是《时代 》杂志的评论家一

对它给出了决定性的误读 。 ”二手的“，他写道 ， “它只是把杰克森 · 波洛克吩商彩画

(dri p painting) 的意象改编成了一个三维的媒介＂ 。 现今，如果有人从这一视角来看

纠缠的金属丝，认为这个作品看起来就像是把波洛克绞在一起的颜料做了一番三

维转换，这几乎算得上是一个重要发现 。 人们可以这样来重构艺术家的意图 ： 制造

与滴彩画相似的一种雕塑类似物，并与波洛克注入其绘画中的精神一样 ，把紧迫、

活力、自发性渗入到雕塑中，这不是很好吗 ！ 但与所提议的这个主题相反，实际的

作品可能是哀伤的、二手的，但也是第二流的 。 波洛克绘画的非凡张力简直不会在

松散而几乎笨拙的布线中发现 。

但这种阐释却忽略了对一丝不苟打孔面板的说明 。 克莱默把它们看作是对缠

成一团部分的辅助，是这个部分让纠缠的金属丝在物理条件上得以可能，他因而或

许只是把打孔的面板仅仅看作是辅助性的 ． 是一种基础或框架，而作品则存在千金

属丝之中 。 但假如相反 ， 它们是这作品的一部分呢？ 那它就整个不再像波洛克的

作品了 。 波洛克式眼光的每个部分都不是做着类似有钉板那样的重复结构化的安

排 。 这些作品是属千不同秩序下的冲动，它在抽象表现主义的世界中不可能出现，

而在极简主义的世界中却相当有可能出现，而海瑟是属千这个极简主义世界的，她

的作品深思熟虑地利用了有钉板这样的工业原料 。 把极简主义和构成主义联系在

一起是有其历史的，它在观念上利用了工业原料 。 但不管怎样，一旦我们决定那穿

孔的木板属于作品的一部分，克莱默的说明立刻显得不完整而且有误。一种更加

充分的说明现在取消了“二手”的绰号，它是这样的：这件作品由两个相反类型的要

素组成，一种是机械而有秩序的，而另一种则是不规则而又无秩序的 。 一种是古典

的，而另一种则是浪漫的；或者，一种是男性气质的，另一种则是女性气质的 。 这作

品就是围绕着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张力而组织起来的 。 无望的金属丝努力去统一其

对应物彼此相分离的片段，但当它在开孔处穿进穿出，追求统一、和谐和视觉平和

＠ 利帕德( Lucy Lippa rd. 1')37- ），美国艺术批评家 。 一—译注

＠ 波洛克(J ackson Pollock . I<) I 2一 1956 ) . 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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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它们仍旧是分裂的 。 千是它是一个滑稽的、可能是非常滑稽的作品 。 在四年后

的最后一篇采访中－这篇采访发表在她早逝的那个月 ， 海瑟谈到了她作品的喜

剧性特性，它的客观的荒谬，甚至（她自己用的词）它的＂愚蠢＂。 但在 1966 年，无论

是对她还对于其他人来说，不论是作为海瑟艺术界的一员，或是对敌对的那一方来

说这或许还是不可见的 。

即使是标题《节拍器不规则 》，也是够滑稽的，它会给我们一些有关该作品的一

条线索，节拍器是规则性的范例，这一情况会让一个不规则的滴答滴答的节拍器

C tocking metronome)几乎成了一个达达主义的玩笑 。 克莱默的说明按照我所称的

阐释性观看(interpreti ve seeing)来说是一次失败，因为他没有注意到作品的另一部

分，因而把一个片段阐释为了全部 。 我提出这个并不是对他进行批评 。 这其实是

一件不同寻常的作品，鉴于他工作的需要，他甚至千有时间考虑下这个出现在这次

标新立异的展览中的古怪作品，并可以为它衍生出一种聪明的理论，即使这可能是

错误的理论 。 但因为，为了按照规定方式来回应这个有孔板，在克莱默要在其中发

展出他的好眼光的那个艺术界中并没有留下多少空间 。 他几乎不得不从作品之外

来看它，并视之为一种对它的粗劣支持 。 海瑟的整个作品中，在某个作为底座的东

西与作为作品的一个部分这两种情况之间有一种含糊，由于理解了这个底座本质

上的候选身份，因而它是没有底座的 。 海瑟著名的、令人钦佩的《挂断 》 (Hang Up) 

由 一个非常大的框架构成，围绕着这个框架，她小心地缠绕了上色的破布，然后是

一个很大的不规则地圈起来的金属管，这个金属管从一个角落伸出来，侵入了我们

的空间，然后又悄悄回到框架的相反一角里 。 人们必须对这个圈是不是作品做出

一个决断，一尊虫子一样的雕塑；或者，判断这件作品是不是一个作品的两个组件

之间的一种芭蕾般优雅的相互作用，而这件作品本身是根本没有底座的 。 海瑟的

作品构成了实际上始终如一的作品集，这个合集一直在表达一种强烈的艺术视像 。

特定的隐喻暗含于其中，特定的问题针对雕塑的本质而提出 或许也针对了女

性的本质、甚至爱的意义 。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是内在于合集之中的，并且通过

她作品所要求的理由话语而变得明确 。 这决不是由一个体制化的艺术界所授权

的 。 或许，无论海瑟活在哪个时代，她都会是海瑟，但据我们所知，她的作品在 1926

年或是在 1886 年都是不可能的，并且，考虑到这种个性是表现在作品中的，很可能，

我们所知的她的个性在那早期时代里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

然而，有一件事却是很清楚的 ： 或许有些人理解波洛克纠缠在一起的颜料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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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出现在画的表面区域的，但对于海瑟乱成一团的金属丝是如何出现在她的面板

之间的那些理解波洛克的人中没有人能想象到与海瑟所运用方式的丝毫相应之

处 。 很可能，波洛克的作品是规定了他那个时代的个性一男子气概、阴沉、萨满

式的、高度浪漫主义式的、冲动的、攻击性的、紧迫的、危险的、嗜酒的和野性的 。 而

海瑟的个性则正好相反，她的英雄是沃霍尔：冷静、机智、概念性的 。 如果说，波洛

克表达了他那个时代，而沃霍尔则是以与之相同的方式表达了他自身的那个时代，

那么在这二人之间不仅是一种艺术的变革，他们之间还是一种历史性的革命。 如

果在海瑟的金属丝和波洛克的颜料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只会是指涉式的和讽

刺性的 。 海瑟其实参加过一场展览，该展览的主题是贬低抽象表现主义：＂抽象膨

胀主义和塞满了的表现主义 。“海瑟毕业于伟大的耶鲁艺术学院，并参与了极简主

义派的理由话语的讨论，而这种极简主义的理由话语对千波洛克来说可能是难以

理解的 。 克莱默的说法是一种非常不同的话语，而且，这种说法使他陷于疏忽大意

的相似性喜剧中，这种相似性极大损害了艺术界言说艺术的方式：如果它看上去一

样（或甚至于相似），那它就是同样的 。

艺术界存在理由话语的体制化，相应地，成为艺术界的一员就是要了解：加入

一个文化的理由话语意味着什么 。 在某种程度上，一种既定文化的理由话语是一

种语言游戏，受到游戏规则的支配，并且，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存在游戏之处才会

有输赢和游戏者，同理，只有在有艺术界的地方才有艺术 。

西方艺术之中的游戏规则巳经深深介入了一种批评形式 ，这就是为何西方艺

术史的形态可以把自身看作是进步的 。 在这个艺术界中成为一个艺术家，就是在

过去、必然也在其同辈人一在过去，这些同时代入与他 自己的位置是不同的一—

中获得一个位置 。 个人的作品因而不言而喻是对其前及其后作品的一种批评 。 而

这意味着，要理解一件作品就需要重构激发它的历史的和批评的观念 。 从拉斐尔

前派开始，艺术家已经或多或少整个地把自身远离于他们的历史，这意味着他们正

含蓄地卷入了一个半哲学的事业，即声称什么是一或什么不是 艺术。艺术

定义在现代创造艺术的过程中，已相应地扮演了一个日渐重要的角色，当某物是或

不是艺术这个问题日益频繁而尖锐地表达时，艺术定义问题就在近些年达到了顶

点 。 家具是艺术吗？摄影呢？这些问题有助千界定艺术体制论努力要把握的理由

话语的形态 。 另一方面，它们对其他文化及其他话语来说却并不一定是问题。比

如，中国传统根本就不追求精确相似，而我们的传统却赞美模仿者的超凡才能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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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摄影在 19 世纪的出现并没有给中国艺术界带来最初的难题 。 然而，当它造成了

一种挑战时，中国艺术史的整个形态都为了适应它而改变了 。

这个时刻在西方对其认同非常重要，因为这时作品就呈现在理由话语的演化

过程中 。 较之于艾德 · 莱因哈特叫生 1962 年所做的红方块作品 ． 1915 年由马列维

奇©所创作的红方块虽然可能与之精确相像，但却是一件极不同于莱因哈特版红方

块的作品，转而，它也极不同于由玛西亚 · 哈菲夫叫在 1981 年所做的红方块 。 的

确，马列维奇在某种程度上有“破冰”的功绩 。 但我在说莱因哈特和哈菲克的红方

块是“二手的”时真的要很小心，而以前人们却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 我只是力求在

对历史的态度上 ·让艺术的体制论比它迄今所做的更加敏感 。 在总结这一讨论之

前，我想举个更进一步的例子，以便清楚表明：艺术史学家在批判地思考与他们有

关的艺术家时，他们如何经常地让自身非历史化 。 当人们仔细地审查它时，艺术史

家的艺术批评实际上是惊人的柏拉图式的 。

罗伯特 · 曼戈尔德＠是一位极简主义画家，和伊娃 · 海瑟是同代人，他也是海

瑟的同班同学，是具有非凡天赋的耶鲁艺术专业硕士(MFA)群体的一员，这批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整体搬到了纽约并聚居在索豪区(SoHo) 。 我前不久问他，他自己觉

得谁对他的作品写的评论最有趣，而他看上去很苦恼 。 他说，“没人，根本没人” 。

在 1990 年，当我问这个问题时，他已经有了国际声誉，广为人们收藏和推崇，所以在

他看来，批评晦涩的艺术界文学之翼看似并没有极大地影响他的生涯 。 但无论如

何，批评界 1965 年对他首场展览的回应，以及对在菲希巴赫画廊再次举行的展览的

回应，都几乎是不幸的 。 然而，人们却能很容易地从这些消息中推论出这些作品是

怎样的 。 约翰 · 卡纳迪©在《纽约时报 》中这样写道：“对于这些平坦的墙壁大小的

区域而言，那儿或许存在着伟大的纯粹性，极轻微，儿乎不可觉察，渐变地，但纯粹

性在它变成无一物之前只能走到这么远 。 这些努力只是毫无意义的 。 ”同一天，在

《先驱论坛报 》 ( Herald Tribune)上写道（曼戈尔德告诉我，这是“同一天的一点小沮

丧＂）：“对办公隔断、墙壁隔离、或是对墙本身的赞美导致了相当沉闷的观看 。 曼戈

0 莱因哈特C Ad Reinhardt . 1 913— 1967) . 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 ． 一译注

＠ 马列维奇 (Kasimi r Severinovich Malevich. 1 878- 1 935 ) ．俄国抽象主义画家 。 一译注

＠ 哈菲夫 (Marc ia Ha fif汃美国当代艺术家．一译注

＠ 曼戈尔德(Robert Mangold. 1937— ) ． 美国 艺术家 。 译注

＠ 卡纳迪 (J ohn Canaday . 1 907- 1 985) ． 美国艺术批评家 。 泽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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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是在非艺术中发现他对艺术的固执看法的，这种成见极强地依赖于否定性原

则，致使人们对他的空白表面之建构的反应也同样是否定性的一一如果不是一种

乏味的刺激的话 。 ”可以有把握地假定，读者不会冲到菲希巴赫画廊去看曼戈尔德

的开幕展 。

这两个评论家对作品的假定，在性质上都与克莱默批评海瑟的言论相近 ： 每个

人都试图建构一种阐述性叙事，据此，作品应该以特定的方式来加以归类。卡纳迪

把它看作与纯粹性有关，因此继续了一个纯粹性在其中是一种艺术价值的历史，或

许，他想到了蒙德里安。或是马列维奇。但他也把它看作是处在某个批评框架之下

的一幅绘画，在此框架之下，看是一种视觉愉快的形式。曼戈尔德的作品虽然是美

观的，但不是特别要被看作是一种图绘性 (painterliness) 的一个最低限度的范例，

马蒂斯或特纳也许是这种绘画性的最高范例。但如果我们放弃这些假定，并让这

些叙事变得无效－因为它在这种叙事下巳是不可行的，我们要如何进行？约

翰 · 格鲁安 (John Gruen )把这些看作为是对“墙＂的赞美，并视之为一些在非艺术

中寻找艺术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两种动机能否应用于曼戈尔德的作品，这又一次

显得不清晰起来 。 如果这些假定被放弃，批评性的评估—一＂毫无意义”和＂乏味

的刺激” 就不再是特别的声音了。人们必须发现真正的叙事，当一个人不得

不像记者评论家必须履行他／她的合约那样，写下许多的短评时，这并不容易

做到 。

1974 年，曼戈尔德已经上升到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高度，足以在那个时代引

领风气的艺术杂志《艺术论坛》(Artforum ) 上发表一篇采访，并足以吸引到一位极

不同寻常的高级别批评家的关注 。 罗莎琳 · 克劳斯是一位艺术史学家，对其同代

人有着很强的支持信念 。 正讨论到一件应该已经过时而被遗忘的作品，如果批评

家真的有权力 ：

你早期作品经常被描绘为不得不处理由一个工业词汇所暗示的内容，例

如 ， 露 西 · 利帕德在 1965 年是那么解读的 。 当时 ， 这样去描绘它的特征似乎

是很有吸引力的 ，因 为那么多的事正在发生 ： 极简主义雕塑和这种极简主义

绘画，它们显然唤起了对工业形态、工业构成 方式的热情 。 所以她把你的内

0 蒙德里安 ( Piet Comelies Mondrian, 1 872一 1944) 荷兰画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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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说成是受工业因素所触动的，但我并不真的认为那是正确的一一－至少在我

看来。

曼戈尔德对此的回应体现出他对这个批评家是感到多么不舒服：

哦 ，提到 的那个东西从字面上说是墙的组件 。

你把它想成了是和面板，和建筑学上的断片有关的吗？

是的 ， 我对绘画的组件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它可能被片段化为各部分，但

仍然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

现在，有趣的是去看看克劳斯是打算如何漠视那个我所谓的初始艺术界

( primary art world ) 的观点的 ：艺术家和那些最接近他的人 就像利帕德当然会

做的那样一与抽象派艺术家罗伯特 · 雷曼叭密切结合，并参与进雕塑室的讨论

中，作品正是在这一讨论中出现的 。 克劳斯是一个艺术史学家，已经看过了大量的

艺术，她看到了一种类型的联系，曼戈尔德以及就此而言的初始艺术界的成员都对

这一类型熟视无睹 。 她现在正谈到已经弯曲了对角线边缘的某个晚些时期 的作

品 。 她发现该作品“非常有象征性” 。

这个弯曲了 下沿的作品看起来非常像盾牌 。 它们让我想起一种 15 世纪的

绘画，有人把卡斯塔尼奥0的画画在盾牌上，从盾牌正面的整体感上来看，它既

作为图画也作为 一个徽章。

在该期的《艺术论坛》中，艺术史学家约瑟夫 · 马谢克 (Joseph Masheck )发表了

一篇文章《曼戈尔德的人文主义几何学》，在这篇文章中，他发现曼戈尔德是在皮耶

罗 · 德拉 · 弗朗西斯卡 、帕拉迪欧心拉斐尔、列奥纳多 · 达 · 芬奇、卡拉奇、＠马蒂

CD 雷曼 (Robert Ryman 、 1930一 ） ， 美国艺术家。 一一译注

＠ 卡斯塔尼奥(Andrea del Castagno. 1421—1457) ． 意大利艺术家。一译注

＠ 帕拉迪欧 ( Pa lladio . 1508—1580) ，意大利艺术家 。 －—－译注

＠ 卡拉奇(Anni ba le Carracci , 156il- 1 609) ， 意大利艺术家。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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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历史中 在斯特拉应埃尔斯沃思 · 凯利卢弗里茨 · 格拉纳心马列维奇以

及其他许多人中 进化而来的 。 就好像或许有一部关于形式的词典一正方

形、半月形、梯形、环形、三角形 这个词典列举了所有时代的艺术家和作品的名

字，而作为词典的条目，这些名字就具有了某种形态 。 就好似所有这些作品彼此都

是姻亲，而博学的艺术史学家被定位为 ：他们的任务是调查这些形式的景观，并提

醒一下自己疏远了的类同性 。 艺术史讲座带有大量的幻灯片，这些幻灯片强调了

相似性，让演讲者能利用后结构主义的习语，并把帕拉迪奥说成是铭刻于曼戈尔德

之中的 ，我认为这种艺术史讲座是对这一思考方式的回应，这可能是合法的 ． 但只

是搁置了未曾有人给过我们的东西，即对类同性的很好分析 。

声称一种类同性是推论的艺术批评的对立面，因为它根本上要求了一种非历

史性的阐述 。 人们并不清楚，曼戈尔德是否真的看了卡斯塔尼奥（他的作品就展在

大都会博物馆里），或者，如果他看了卡斯塔尼奥的作品，那么那件作品就在他身上

留下了印迹：一件作品在艺术史学家的心中“唤起”了其他人 ．这就足够了 。 在 1985

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饱受批评的展览《原始主义与现代艺术 》 ． 这场展览

中的类同性原则也正是这场展览的原则：在贾科梅蒂＠与伊博(Ibo声的雕塑之间有

些“类同性”，这意味着在抽象形式的层面上，它们彼此相似，尽管人们并不清楚，贾

科梅蒂是否真的曾看到过他作品所谓的类同 。 致力于“当代类同性”的展览同样存

在着一种分化，也就是说，现今利用羽毛或把棍状物绑在一起的不同艺术家的分

化，诸如此类 。 现今，可能会有一种由某种类同性观念所支撑的阐述，但它通常是

超历史的，也就是说 ，存在着一些通常的阐述，但它们对一个类同性类别下的所有

成员又是独特的 。 通常，这些艺术史学家坚持阐述就如同一系列的例子坚持于某

种理想的形式，而关系亲密的艺术史在精神上实质是柏拉图式的 。 但我认为，对所

谓类同性主张的回应实际上都是“那又如何？＂的态度，直到某种合法化的阐述出

现。 大最的艺术史学家独创性地赞成这些主张，就像在艺术史演讲中所做的那

样 这种艺术史演讲推动了类同观的向前发展，通过并置事物之间形式上的相

CD 斯特拉(Frnnk Stella. 1936- ） ， 美国艺术家。－ －译注

＠ 凯利 C Ellsworth Kelly, ·1931)一 ）美国艺术家 。 译注

＠ 格拉纳 (Fri1z Glarner . 1 899-— 1 972) ，美国艺术家 。 译注

＠ 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 1 90 1 — l 966) ．瑞士雕塑家 。 译注

＠ 伊博是指非洲的一种原始面具。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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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之处，以幻灯片来示范，而这些事物可能彼此之间根本没有因果关系。但在 1 965

年左右的极简主义的圈子里，对工业材料的利用是主题式的 。 波普攻击了高雅艺

术与低俗艺术之间的界限，或许是由于同样的理由，极简主义也攻击了美的艺术与

工业艺术之间的界限 。 提到极简主义政治很可能是阐述性的，而提到类同性的方

式却并非如此 。

在 1 987 年的一次与约翰 · 格鲁安的访谈中，曼戈尔德声称：“对于我在做什么、

我所采用的方式以及我这么做的理由，为了界定这些问题，我有过一个困难的时

期 。 当我做这些事时，我并没有哲学上的思考。 我只是单纯地一直专注于其

中……就任何形而上学的或精神上的含意而言，我和所有这些都没有关系 。 ”1974

年，他告诉克劳斯 ： “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直觉式的艺术家 。 我遵从直觉或预

感……我对自己所做的决定并没有一种清晰的理性的理由 。”在理查德 · 马歇尔°

的《五十位纽约画家 》中，曼戈尔德写道：“我对描述、表述、鼓吹我的艺术，或为我的

艺术证明某个理论或讲述一个故事并不感兴趣，我并不把我的艺术视为是特别数

学的或重理智的 。”这些都是一个受到批评家伤害的艺术家所做的回应 。 虽然如

此，曼戈尔德从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作品到当下的作品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演变，存

在着一个合集，表现了强烈的艺术家个性。它依然看上去并不像粗野的、直觉性的

作品 。 那些作品确实是陈列在菲希巴赫画廊的大型工业面板，不论艺术家能否遇

到意识到其动机的那种情况，评论家都会发现一些对作品的历史学阐述。而且，在

初始艺术界中发现它的可能性要比在 15 世纪人工制品中发现它的可能性更高，无

论那其间会存在着怎样正规的类同性。我只要做一个观察 。 在与克劳斯的访谈

中，曼戈尔德说道：

这些组件单元是根据一种四英尺长的分割而构造起来的，因为那是我所

使用的建造原料的标准尺寸。我想造出一种开口的墙 ， 这开口是粗略地以打

破窗户可能会发生的方式而出现的……

这段话中有两点必定会让我们想起伊娃 · 海瑟的作品 。 它提到了四英尺长的

分割、标准尺寸以及诸如“构造的"、“建造原料”等这些术语，这些术语提供了一些

CD 马歇尔 (Richard Mar、ha ll, 1944一2006) ， 美国艺术家。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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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即把我们与工业现实、预加工、标准化联系起来 。 ("4 X 8“带有同样的俗语意

味，那也是坎贝尔汤罐所体现出的，而它在我们转向用厘米单位表述的时候则完全

消失了，就像曼戈尔德的作品在欧洲目录中所表现的那样 。）但“粗略地”一语则更

多地携带了有关手与眼的暗示，而非机械过程：在工业化截面中开口的窗户不能

＂粗略地“放置，因为它们必须被精确地安置下来 。 所以我们在机械的与直觉的或

社会的与个人的 、重复性的与嬉戏性的之间，发现了同样的张力，而根据”形式上的

类同性”，海瑟的作品与她的朋友、同行作品毫无相似之处 。

这两方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曼戈尔德作品的历史，至少在他

的最近阶段，这种相互作用已经在实际上攻击了冲动精神中的规则性 。 对于新作

品，曼戈尔德写道：＂它们是一种疯狂……它们的形态是四边形的，每一面都有一个

不同的尺寸……它们又非常毛糙，每一面都是不同的颜色 。”其实，这些作品在四边

形之中会有一种几何形，它有时事实上作为开口，有时又作为一个绘图或着色的形

式。这些形式不能在其空间之内被完美地雕刻出来：它们有时碰到了边，有时又没

有那么碰到它们，有时越过了它们的限制，有时又切得不正 。 它们是徒手做成的 。

并且这些作品的确是“古怪的抽象”。它是几何学上的颠稷、秩序上的偏离、规则的

违抗 。 它们是极机智的作品一但寻找相似性、类同性、影响和回忆的批评家确实

没能看到这些方面 。 以下是受入尊敬的批评家唐纳德 · 库斯比 ( Donald Kuspit ) 在

1987 年所写下的文字 ： ”就如同布赖斯 · 马登，曼戈尔德在这里滞后地承认了在表

面区域发生的表现主义事件 (eventfulness) ，这在 80 年代众多作品中已经很突出

了 。”库斯比称之为”表面文章”（参见克莱默的“二手”) 。 艺术家被指责通过“努力保

留一种本身已有麻烦的几何学”来赶时髦 。 但几何学在曼戈尔德的作品中却一直

是麻烦， 1965 年的＂粗糙“放置的窗户开口就是证据，对它而言，形式和表面在曼戈

尔德 25 年里所生产的艺术中是真正的类同 。

然而，对我而言，这里的问题与其说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还不如说是理由话语

的问题，后者讨论及建构艺术品的过程，是艺术界的实质，而所谓对错的问题也正

是在其中产生的 ，不存在授权 。 批评最终有些令人吃惊地很像科学，在其前沿发展

出假说，消除它们或是发展出其他的假说。 另一方面，在这一体制化的行动中，一

个人最好要小心那种相似性的喜剧 。 在一次与莫里斯 · 德鲁利 ( Maurice Drury ) 的

交谈中 这段话被引用在雷 · 蒙克 ( Ray Monk ) 的传记里一—维特根斯坦说道：

”在我看来，黑格尔总是想要说，看起来不一样的事物实际上是一样的，然而，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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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则在说明，看起来似乎是一样的事物实际上是不同的 。 ”当我讲到那段话时，我

想：那就是我整个艺术哲学的概括，当艺术与工艺、艺术品与单纯物这两个类别的

成员看上去精确地相似时，在这两个类别之间却发现了深切的差异 。 适合于本体

论目的的方法也同样适合于批评的目的。当你发现了一处相似，避开你的双眼，并

为不同的艺术表达会如何能看起来彼此好似姻亲这个问题去寻找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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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资本主义美术馆的文化逻辑 ＊

［美］克劳斯著 刘略昌＂ 译

罗莎琳 · 克劳斯 ( Rosalind Epstein Krauss, 194 1一

） ，美国艺术批评家和理论家，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教

授 。 1 962 年从卫斯理学院毕业后入哈佛大学美术系，

1 969 年荻得博士学位 。 1976 年创建了 《 十月 》杂志，该

杂志成为美国艺术批评的领军期刊 ． 云集了 一大批新锐

艺术批评家和理论家 。

克劳斯的这篇论文受到詹姆逊的影响 ． 集 中讨论了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美术馆运营方式的深刻转变 。 借助

美国极简 主义艺术的个案，通过艺术创造与展出的相关性分析，作者深入析 了

当今美术馆的两种看似矛盾的功能，即一方面美术馆有重建艺术史的使命，另

一方面，美术馆越来越成为资本操控的场所，非投资的过程资本进入美术馆，

经销式的运作把藏品变成为抵押债券，美术馆长用交易利润取代了审美价值

判断 。 同时 ，极简主义颠覆了艺术品的概念，通过系列作品的复制，在建构 出

碎片化的主体时，也力艺术品成为商品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 由此，克劳斯揭

示了晚期资本主义资本和技术是如何渗入美术馆并发挥作用的，在这个过程

中，极简主义与 美术馆的重构实现了某种共谋关系 。

＊ 本文原本是为将于 1991) 年 9 月 1 () 日在洛杉矶举行的国际现代艺术美术馆协会的集会写成的讲稿 。

发表演说之前，我把文章刊登在这里 ， 以便如同我所希望的那样 ，可以充分实现文章标题的意图 。 不

过， 《 十月 》杂志这一期的及时出版也暗示我们：与其坐等在不改变文章框架的情况下对文章的论点

或语言进行精心打磨 ·还不如使文章面对直接的讨论．后者显得更为重要 ．

**刘略昌 ，文学博士 · 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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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 5 月 1 日：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春天的早晨 ，空 中飘着细雨， 天气十分严

寒，五一节游行队伍中的女权主义者方队在共和广场严阵以待 。 队伍刚一朝着巴

士底广场挺进的时候，我们就挥舞着旗子，喊起了口号 。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 Qui paie ses de ttes s'emichit )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呼喊声此起彼伏 。 这呼喊声

向密特朗总统新近任命的妇女事务部部长发出了警告，即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诺远

远没有兑现 。 现在，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有时被称作“' 呴哮的 '80 年代 ”)的视角

再度审视那个口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偿还债务会让人变得富裕的观点在情感

上看似乎有些幼稚 。 经过 10 年赌场资本主义的教诲之后，我们明白了：发财致富的

关键恰恰在于相反的要素 。 能让你变得富裕 其财富之巨远远超出了你最疯狂

的梦想所能想象的程度一的要义在千充分发挥优势 。

1990 年 7 月 17 日 ：避开外面的热浪，我和苏珊 · 佩奇。沉着自若地穿过她那源

自潘萨收藏 ( Panza Collection ) 的作品展 。 除了三四个很小的画廊之外，这些展品

完全填满了巴黎现代艺术美术馆 ( Mus的 d 'Art Moderne de la V ille de Paris) 的空

间 。 起初，我因能与这些展品不期而遇而觉得十分兴奋－—－其中许多展品都似曾

相识，但自从它们于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面世以来，我一直没能再次看到它们——

因为它们成功地填满了众多画廊的巨大空间，强化了其他一切古怪的东西以创造

那种极简主义特有的、统一的空间呈现的体验 。 对千作品而言，作为媒介的这种空

间非常重要 。 在描述人们竭力改造美术馆广袤的空间，使其具备对充当这些弗拉

文 (Flavi ns汃安德烈 (Andres) 和莫里斯们 (Morrises)作品展的背景来说不可缺少的

绝对中立性时，佩奇也意识到了这点 。 的确，正是佩奇对空间的关注 作为一种

具体化和抽象化的实体 才让我最终觉得它非常迷人 。 这一点在佩奇把我带到

她自认为最有趣的展区时达到了高潮 。 这个展区坐落在一个新近经过腾空和整

理，且背景呈现为中立性的画廊中，该画廊因为连续举办了弗拉文＠的近期作品展

而泛着闪亮的白光 。 但我们实际上观看的不是弗拉文的作品 。 站在佩奇的位置，

我们打量着画廊的两端 。 通过画廊巨大的门 口，我们可以看到毗邻房间里的弗拉

文的另外两幅作品散射出的神秘光线 ：其中的一幅是浓浓的苹果绿光，另外一幅则

是怪异的恶蓝色光。这两幅作品均预示了一种我们并不置身其中的空间之外的东

＠ 苏珊 · 佩奇 (Suzanne Page) ． 法国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一—译注

＠ 弗拉文 (Dan Flavin, I 933一 1996) ，美国极简主义艺术家。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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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但光线对此却成了一种超感觉的符号 。 在我们看来，这两道光晕与一—如同产

业化的奇特光晕一样-画廊本身圆柱形的样貌可以说是极为吻合 。 具有国际风

格的柱形物跳入了我们的视野 。 于是，我们正在体验这种经历，但不是在所谓的艺

术面前，而是在一种虽空无一物但却具有奇特浮华性的空间一在这种空间之中，

作为建筑物的美术馆本身就成了客体 中进行体验 。

在这种体验之内，美术馆成了强劲有力而又空荡得恰如其分的呈现，成了藏品

可以从中消隐的空间 。 说真的，这种体验的效果让人们无法再去欣赏在依旧展示

永久性藏品的画廊中悬挂着的那些画作。与极简主义作品的规模相比，这些早期

的画作和雕塑看起来微不足道且不合逻辑，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形就如同明信片

一样 。 于是，正如许多古玩店的做法那样，画廊给人一种装饰过度、拥挤不堪且缺

乏统一文化主题的感觉 。

在考虑到“晚期资本主义美术馆的文化逻辑”时，有两幕情景让我苦恼不已，因

为它似乎让我觉得 ：如果能够填平它们那表面差异之间的鸿沟，我就可以证明目前

我们在现代艺术美术馆中所看到的一切背后的逻辑所在。。 下面就是两种可能的

桥梁，因为具有偶然性，它们或许会经不起推敲，但无论如何它们也具有启示意义 。

(l) 1990 年 7 月的《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 同时刊登了两篇文章，该杂志

对这种并列的意图未加说明但其做法却颇为有趣 。 其中的一篇题为《出售收藏

品 》，它描述了人们的态度适时发生的巨大变化。根据这种变化，美术馆的收藏对

象现在可能被其负责人和受托人冷漠地称作“资产” 。© 从把藏品看成是一种文化

遗产或文化知识无法取代的独特体现，到将藏品视作纯粹的资本一一藏品被当作

股票或资产，其价值存在于纯粹的交换领域 。 只有在进行流通时，藏品的价值才能

得到真正的实现－这种奇怪的格式塔转换 (Gestalt-switch ) 似乎不仅仅成了可怕

的财政困境的衍生品，也就是说，它成了 1986 年美国税法一—取消了捐赠艺术品之

市场价值的可减免税款一一的产物。更准确地来讲，在美术馆运营的语境中一

这一语境的企业性质因美术馆活动的主要资助来源及（说得更直接一点）受托人理

事会的人员组成而变得明确化——它似乎成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转变的职能所在 。

0 自始至终 ． 我受惠于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Fredric J ameson ) 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

辑》 ( .. Postmodernism. o r The Cu ltural Logic of 巨 Le Capita li sm," New Left Review 146 [ July

August 1984 ] , pp. 53—93)之处显而易见。

® Philip Weiss ... Selling the Collection," Art in America 78 (July 1990 ) , pp. 124一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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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是， 《 出售收藏品 》一文的作者可以宣称：“在很大程度上，美术馆行业的危机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的自由市场精神 。 从作为公共遗产的守护人到让位于具有高度市

场相关性的藏品目录和扩张欲望的企业实体，美术馆在理念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 ”

在该文大多数的篇幅中，被认为对美术馆施加压力的市场正是艺术市场。例

如，在谈到近些年来美术馆不得不面对“市场化的经营”时，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

的埃文 · 莫尔 (Evan Maurer)似乎指称的对象或是在说到“有些人愿意把美术馆变

成经销商”时，这正是盖蒂中心美术馆的乔治 · 格德纳 (George Goldner) 的意图所

在 。 只有在该文的结尾，在论及古根海姆美术馆 (Guggenheim Museum ) 近来的藏

品销售情况时，作者才提出了某种比艺术市场的买卖更大的背景，以便作为一种可

在其内部对出售藏品进行讨论的领域 尽管作者并没有真正进入这种背景 。

但是紧随《 出售收藏品 》之后的是一篇题为《重构艺术史 》 (" Remaking Art 

History”) 的截然不同的文章，它提出了由一场特定的艺术运动，也就是极简主义引

发的种种问题。 CD 因为几乎从一开始，极简主义就把自己界定为工业生产技术内部

的一种激进行动 。 对象系根据图样制造而成的事实表明 ： 这些图样开始拥有一种

极简主义的概念状态(conceptua l sta tus)一它考虑到了对某件作品进行复制的可

能性 这会跨越审美原作向来被认为不可复制的界限 。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图

样连同原件或是代替原件被卖给收藏家，而收藏家也的确根据这些图样复制了一

些作品 。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是艺术家本人进行了作品的复制 ： 他们或者发行了

作品的不同版本一一可以说是多个原作一正如莫里斯©的许多玻璃立方体那样；

或者用当代的复制品取代已经损坏的原作｀正如阿伦 · 萨勒特＠的做法那样 。 该文

的作者认为，放弃原作的审美是极简主义本身重要的组成部分 。 因此，作者继续说

道 ： ”作为当代艺术的观众，如果我们不愿放弃艺术原作是独一无二的这一观念，如

果我们坚持认为所有的复制品都具有欺骗性，那么我们就会误解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许多重要作品的本质… ...在不牺牲原本意义的情况下，如果原作可以被取

代，那么复制品就不该引起争议 。 ”

CD Susan Hapgood, " Remaking Art H凡ory ." Art i11 /\merica 78 (j ul y, I')90) , pp. 114一123 .

＠ 莫里斯 ( William Morris . 1957- ）美国玻璃制品艺术家。 译注

＠ 萨勒特(Alan Sa re t 、 1 94➔- ） ，美国艺术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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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我们了解的那样，在这件事情上引发争议的恰恰不是观众而是艺术

家本人 。 例如 ． 唐纳德 · 贾德CD和卡尔 · 安德烈©对潘萨伯爵©提出了抗议，因为后

者根据两位画家出售的凭证做出了多个决定 ． 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复制 。 CD 的

确，赞成复制艺术品的入员系由作品的所有者（这既包括私人收藏家也包括美术

馆）组成一—这个群体通常被认为对刻意保护他们的财产作为原作的地位兴趣最

为浓厚一一的事实表明这种情况简直是颠倒黑白 。 该文的作者也提到市场在她不

得不讲述的故事当中扮演的角色 。 “随着公众对这一时期艺术兴趣的增加“ ． 作者

说道，”以及伴随着市场压力的增大 · 艺术品复制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毫无疑问将

会凸显出来” 。 但关于“这些问题”或“市场压力”的本质究竟为何，作者却将之留待

将来进行判决 。

结果，在我于此设想的桥梁中，我们看到了市场重新构建审美原作的活动 ： 它

或者把原作变成了“资产气正如第一篇文章所勾勒的那样 ； 或者通过借助大批倡生

产技术而对挑战原作理念的激进实践予以规范化 。 该规范化采用了一种业已存在

于极简主义特定程序中的可能性 ，这对于我论点的其余部分极为重要 。 但眼下我

只是指出了一种并行不悖的情况 ： 一方面是要描述现代美术馆面临的财政危机，另

一方面则是叙述原作性质的转变——这是一场特定的艺术运动，也就是极简主义

的功能所在 。

(2) 第二座桥梁可能会被更加快速地建起来 。 它只是包含一种奇特的回应，这

种回应发生千极简主义萌发阶段托尼 · 史密斯霄的一句著名评论和古根海姆美术

馆的负责人汤姆 · 柯伦斯 (Tom Krens ) 去年春天发表的一次评价之间 。 史密斯描

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时候，他驱车在尚未完工的新泽西收费公路上所做的一

次旅行 。 史密斯提到了空间的无边无际，谈到了存在文化但又完全偏离了文化的

感觉 。 斯密斯说道，这是一种无法构想的体验，因此在打破框架这个概念的同时，

此番体验也向他揭示了所有绘画的微不足道和“传神描举＂ 。 史密斯宣称 ，”这次在

路上的体验是某些命中注定的东西，但在社会生活中却无法被人察觉 。 我心中暗

0 贾德(Dona ld 」 udd, 1 928— 199--1) ，美国艺术家 。 一译注

＠ 安德烈(Ca rl Andre . I 935一 ） ，美国极简主义艺术家 。 一译注

＠ 潘萨伯爵(Giuseppe Panza, 1923一20 1 0) ，意大利著名的现代艺术收藏家。一一译注

＠参见 Art i11 Amerirn ( Ma rch and April 1 99( ）） 。

＠ 史密斯 ( Tony Smith , 1912 - 1980) ，美国雕塑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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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忖度，显然这应该就是艺术的终结” 。 现在我们带着后见之明对这种论断的解释

就是：托尼 · 史密斯所谓的“艺术的终结”与极简主义的发端相一致-的确，它在

概念上也强调了极简主义的萌发 。

第二个评论也就是汤姆 · 柯伦斯所做的评论发生在我参加的一次访谈中，它

也涉及到一次启示，不过这启示却是发生在科隆城外的高速公路上。。 那是 1985

年 11 月的某天，在参观了一个由厂房改造而成的壮丽画廊后，柯伦斯驱车驶过一个

又一个其他的厂房 。 突然之间，柯伦斯说道，他想到了自己邻近地区北亚当斯那大

片的废弃厂房，千是就有了麻省当代艺术美术馆的启示产 重要的是，柯伦斯把这

启示说成是超越了房地产仅仅具有实用性的一面 。 相反，柯伦斯说道，这预示着话

语合~这个变化广泛彻

底，它发生在艺术本身借此得以理解的条件之内 。 千是 ．柯伦斯得到的启示就不仅

仅是大多数美术馆规模狭小且存在缺陷，而是在于美术馆百科全书般的性质应该

“结束了＂ 。 柯伦斯坦言自 己认识到，现在美术馆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从现代主义

的大量艺术创作中选择极少数艺术家 ．对其作品进行深入的搜集和展示，而不是追

求真正体验某位艺术家全部作品带来的累加效果而需要的那种巨大空间 。 我们可

以宣称：柯伦斯设想的话语变迁就是从历时到共时的转变 。 通过在游客面前设定

一个特定版的艺术史，百科全书式的美术馆致力于讲述故事 。 而共时的美术

馆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的话 将会打着体验强度的名义摒弃历史，这一

审美控诉与其说是时间性的（历史的）还不如说完全是空间性的 。 这一模式，用柯

伦斯自己的解释来说，实际上就是极简主义 。 在谈到自己的启示时，柯伦斯声称，

正是极简主义才重新塑造了作为 20 世纪晚期观众的我们如何看待艺术的方式：我

们现在赋予了艺术一定要求；我们需要体验艺术，体验艺术与其存在空间之间的互

动；对于这种体验的强度，我们需要有一个累加的、连续的渐进过程；我们需要的规

(]) 这次访谈发生在 1 990 年 5 月 7 日。

＠ 麻省当代艺术美术馆(The Massachusetts Mu、eum of Contempora ry Art )这一项目把此前由斯普拉格

技术有限公司占据的 750 ()()()平方英尺的厂区面积改造成了一个美术馆综合体（那将不仅包括巨大

的画廊展区，而且还包括一个酒店和几家零售商店 ） 。 该美术馆向柯伦斯负责的麻省立法机构提出议

案 ． 并且得到了一个特定法案的赞助 。 该法案可能会发行 351)1 1 万美元的债券 ． 用于支付美术馆一半

的开支。 现在．麻省当代艺术美术馆即将完成一项可行性研究．该研究受到同一个法案资助并由柯伦

斯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负责实施。参见 Deborah We区ga ll . .. A Megamuseum in a Mill Town, The 

Guggenheim in Massach use tts? ''N=· )'urk Time.< Mag釭i11e (3 March 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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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应该更多更大 。 于是，正是极简主义才构成了这启示的一部分，即只有在诸如麻

省当代艺术美术馆这样的规模上，对美术馆性质的这种彻底颠覆才得以发生 。

在这第二座桥梁的逻辑之内，某种东西把极简主义连接到了——在非常深的

层面上 对现代美术馆的某种分析之中，这种分析也显示出了它彻底的颠覆性 。

现在，即便从我对极简主义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勾勒中，还是出现了一个内在的

矛盾 。 因为一方面，柯伦斯承认存在一种可以称为极简主义之现象学野心的东西；

另一方面，在当代艺术复制品这一困境的驱使下，极简主义参与了一种连续性的文

化，一种没有原作只存在批量产品的文化－~也就是一种商品生产的文化 。

这第一方面可被看作是极简主义的审美基石和概念基础，也就是《美国艺术 》

上那篇文章的作者将之称作“本原意义”的东西 。 极简主义在这一方面拒不承认艺

术品是此前两个固定的完整实体之间的相遇 ： 一方面，艺术品是已知种类的仓

库一一比如立方体或棱镜，是一种几何推理，是一种正多面体的具体形象；另一方

面观众是一个完整的传记式主体，一个因为预先知晓而在认知上把握这些形式的

主体 。 绝非一个立方体，理查德 · 塞拉＠的＂纸牌屋”( House of Cards) 的形状处于

对抗阻力的不断变化之中，但却也是建立在毫不间断的重力条件的作用之上 。 绝

非一个简单的棱镜，罗伯特 · 莫里斯©的“L 形梁柱 ” ( L-&am)是位千观众感知领域

中三根不同的插入物 ，所以每一种新的排列方式都会在观众与重新改变形状的对

象之间引起一次相遇。正如莫里斯本人在他的《雕塑札记》中所写到的那样，极简

主义的雄心是要逃离他将之称作“关系美学”( relational aesthetics) 的领域，“把关系

从作品中抽取出来，使之成为空间、光线以及观众视域的功能”。@

结果，为了使作品恰好发生在这知觉的刀刃上 艺术品与其观看者之间 的

界面 一方面需要在相遇之前从客体的形式完整性那里收回特权，从艺术家作

为一种为这次相遇的性质预先设置规则的绝对权威那里收回特权 。 的确，对千作

品产业化复制的癖好有意识地连接到了极简主义的这一部分逻辑，即试图摧毁唯

心主义有关创造性权威的古老理念 。 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也是要重新构造审视主

体的概念 。

CD 塞拉 ( Richard Serra. 1939- ） ， 美国极简主义雕塑家 。 译注

＠ 罗伯特 · 莫里斯(Robert Morris , 1931 — )美国雕塑家。一—译注

(i) Robert Morris . "' Notes on Sculpture . " G. Battcock. ed. , Minimal Art (New York, 1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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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写道：“客体只是新的审美的一个条件. .....人们比以往更加清楚地认识

到：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以及在各种各样的光亮和空间语境的条件下理解客体时，他

本人其实正在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 。”这时，把极简主义生产一种“读者之死”的欲

望说成是要创造无所不能的读者／阐释者就可能纯粹是误读 。 但实际上，这种“他

本人正在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性质也正是极简主义试图悬置的东西 。 不是较

为古老的笛卡尔也式主体，也不是传统的传记式主体，这种极简主义的主体一—这

种“他本人正在建立各种关系”的主体——完全要视空间领域的条件而决定 。 这一

主体融合在，但只是暂时性和片刻性地融合在感知的行为中 。 这是一种，例如莫里

斯 · 梅洛 · 庞蒂＠描述过的主体，庞蒂写道：”但是经验系统并没有如同我是上帝一

般排列在我的面前，我从一定的视角出发体验过这些事情 。 我不是旁观者，而是卷

入其中 。 正是卷入某种视角才使得我感知的有限性及其作为所有感知视野展现在

完整的世界上成为可能 。 ”©

用庞蒂这种基于所有感官的视野及完全有条件性的主体概念来说，正如我们

所知道的那样，存在一种更进一步的重要条件 。 因为庞蒂不仅把我们引向了所谓

的“存在视角 ”(lived perspective) ，他还呼吁我们承认“存在的肉身视角 ”( lived

lxxiily perspective) 的优先性 。 因为正是身体沉浸在世界中，正是肉身拥有前后左

右面向的事实，在庞蒂将之称作“前客观体验” ( preobjective experience) 的等级上，

建立了一种充当知觉世界的意义之先决条件的内在视野 ( internal horizon ) 。 千是，

正是作为客体相关性的所有体验之前客观基础的肉身才构成了 《知觉现象学 》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一书探讨的主要“世界” 。

极简主义确实致力于这种“体验的 肉身视角”的概念，这个感知概念将会摒弃

它将其视作抽象绘画 在抽象绘画里，脱离了身体其他的感官系统，并在现代主

义走向绝对自主的欲望中重构视觉性．巳成为有关一个完全合理化、工具化和连续

化主体的图景 之去形体化并因而苍白冷酷的几何化条件 。 极简主义坚持体验

的直接性一可以理解为肉身的直接性 被认为是从现代主义绘画朝着实证风

0 笛卡尔 (Rene Descartes , 1 859— 1650 ) ，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 。 他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建

构了启蒙哲学的主体论 。 译注

＠ 庞蒂(Maurice Merleau-Pon1 y , 1 908— 1 96 1 ) ，法国现象学哲学家 。 译注

Q) Ma uri ce Merl eau-Ponty , Phenomenology of Perce仅 i"n, Colins Smith, trans. (London, 1962 ) , 

p.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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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渐浓的抽象作品之行进中获得的释放 。

在这种意义上，虽然扞击了唯心主义较为古老的主体观念，但极简主义把主体

说成是完全因事而定就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姿态 。 这是因为在这种替代中，极简

主义的主体重新返回它的主要部分，重新根植于一种比曾经身为光学绘画之自主

视觉性更为丰富紧密的体验土地中。千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步骤具有补偿作用，它

修复了主体：该主体的日常体验越发变得隔离，变得具体化和专门化；该主体生活

在作为一种日 益工具化存在的先进产业文化的条件下 。 在抗拒商品生产之连续

化、陈规化和庸俗化的行为中，极简主义以一种我们所认为的审美补偿姿态，向这

个主体提供了一个某些身体丰富性瞬间的希望 。

但即便在试图恢复体验直接性的时候，极简主义似乎是在对堕落的大众文化

（及其无实质意义的媒介形象）和消费文化（及其庸俗化、商业化的对象）世界的特

定抵制中进行构想，极简主义对“艺术复制品“敞开的大门还是可能会让晚期资本

主义生产的整个世界潜入其中卫 工厂根据图样进行的对象复制标志着从工艺性

到产业技术的转变 ，不仅如此，材料和形状的选择也充满着产业的味道。尽管树脂

玻璃、铝框和泡沫聚苯乙烯意味着要摧毁犹如木雕或石雕那样古老材料标示的本

性 ， 可是因为价格低廉且具可消耗性，所以它们还是成了 20 世纪晚期商品生产的符

号 。 尽管简单的几何图形试图充当感知直接性的媒介 ，它们还是成了那些受到大

批量生产影响的标准化形式和适应集体逻各斯的普遍形式的操作者 。 © 最为重要

的是，极简主义抵制那意味着要采用重复性的、附加性的形式聚合的传统构造

唐纳德 · 贾德的“一个又一个事物”一就蕴含了被视作构建了消费资本主义之形

式条件（也就是连续性的条件）的味道 。 因为正如连续的形式也在一个系统（在该

系统之内，连续的形式只有在与其他对象、那些本身由人为制造的差异关系构建的

0 在哈尔 · 福斯特 ( Hal Fo双er)有关极简主义的谱系学研究中，作者对极简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论述相

当精彩 。 参 见 Ha l Foster, " The Crux of Minimalism, " / 11divid皿Is, A s~tected H istory u.f 

Cm1temf,orary Ari : 1.945—1.986 ( Los Angles . 1 986) 。 在该文中，福斯特认为：极简主义同时完成和

摒弃了现代主义，并预示了它的终结 。 在其批评模式（批判体制、批判主体的再现）及合作橾式（超先

锋派的模仿）中 ．大批的后现代主义出现于既是空间性又是生产性的极简主义的排列体系中 。 福斯特

对此方式的讨论复杂地阐述了极简主义的逻辑，并预示了许多我在谈论其历史时提到的东西 。

＠ 极简主义的艺术和语言批评(Arl ＆ 切nguage'` Cr/. //que o/ M1/nmcl伈m) 已经暗示了这种论点。参

见 Carl Beveridge and Ian Burn . "Donald Judd May We T alk?" Th e F(Jr 2( 1 972) 。 在其形式或许是

勉强允作许多后现代建筑的基础时 ，极简主义原本应该受到欢迎进入企业收藏一事千 211 世纪 80 年

代又回到了原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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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相关时才具有意义）之内构建了对象一样，系列原则 (seria l pr i ncip le)使对象隔

离于任何可被看作原作的条件 ．并把它委托给一个幻象的、一个没有原作只存在批

量产品的世界 。 的确在商品的世界中，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人们消费的东西 。 CD

现在我们想问的问题可能就是 ： 那场希望拌击商品化和技术化的运动何以总

是携带着那些条件的密码？直接性如何总是潜在地受到其对立面的破坏一—或许

也可以说是受到感染？ 因为正是这个总是如此才在有关艺术复制品的现代争议中

受到筛选，所以我们可以宣称：如此执着千特性的一种艺术如何能在其内部安排它

的悖反逻辑呢？

但是这种悖论不仅仅在现代主义的历史中，也就是说在资本时代的艺术史中

十分普遍；它还可能恰好就是现代主义艺术与资本之间关系的性质所在。在这种

关系中，在其抵制特定的资本显形中，例如技术、商品化，或大批量生产主体的具体

化，艺术家对于那种现象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尽管可能更富想象色彩或更为精

细 ．该现象可能还是被当成了它的一个功能，他或她对之做出反应之物的另一个版

本 。 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 当资本逻辑在现代主义的艺术中现身时，他致力于

对其进行追踪 对此进行了描述，例如梵高在作品中使其身边单调乏味的农民

世界裹上了一层引起幻觉的表面颜色 。 詹姆逊声称，这种激剧的变革”可被看作是

一种乌托邦式的姿态 ： 这种补偿行为不再生产一个全新的乌托邦的感觉领域，或至

少是不再生产那个现在凭自身力量为我们构成了一个半自动化空间的最重要的感

官 视力、视觉、眼睛 的领域”卢 但即使如此，它实际上也模拟了表现在身

体资本中的劳动分工 ． 因此“成为了正在涌现的感官系统的某个新碎片，该感官系

统复制了资本生活的专门化和分工，而与此同时恰好就在这样的碎片化中，它竭力

为它们寻求一种乌托邦式的补偿＂ 。 ＠

那么，这种分析所揭示的就是所谓的文化重组或詹姆逊本人所谓的“文化革

命”的逻辑所在 C 也就是说 ·在艺术家可能正为产业化或商品化带来的耻梦而创造

一个乌托邦式的替代物或补偿方案时，他同时也在规划一个想象的空间 。 如果多

少受到了同一噩梦结构特征的塑形，该空间会为其接受者虚构性地生产一种可能

CD Foster, lndi-uiduaLs . A Selected H istory of Contemporary Art : 1945- 1986, p. 180. 

＠ 角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 ) ． 美国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家 。 译注

CT> Jameson , "Postmodernism . or The I 心gic o「 La l e Capita lism," p. 59. 

@ 」 ameson, "Postmoderni sm . or The Logic of La te Capitalism,"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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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便占据将会成为下一个更高资本水平的领域 。 确实，这就是文化革命的理论：

艺术家规划的想象空间将不仅只从某个资本时刻的矛盾形式条件中涌现出来，它还

使其主体 读者或观众－－准备占领一个艺术作品巳经使之进行想象的未来的真

实世界，这个世界不是通过现在，而是通过资本历史中的下一时刻得到重构 。

我们可以宣称，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柯布西耶。及其带有国际风格的故居。该

故居超越了一个较为古老、衰亡的城市肌理，而为其规划了一个颇具未来派色彩的

替代方案，它颂扬了那储藏在个体设计者内部的创造潜力。但迄今为止，这些项目

在毁坏这个带有异质文化模式的、古老的都市社区网络的同时，也恰好为自己本身

反抗的郊区扩张和购物中心同质化的、缺乏个性的文化做好了铺垫 。

所以，极简主义内总有潜力存在：不仅是客体被卷入商品生产的逻辑，一个将

会战胜其特异性的逻辑；而且极简主义规划的主体也将得到重组 。 也就是说，如果

可以推得更远一点，极简主义那“体验的身体经历”的主体一一它卸去了以往知识

的压力，并融合在其与客体相遇的那个时刻之中 可以全部分解为当代大众文

化那完全碎片化的、后现代的主体 。 人们甚至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暗示：通过不再

过度看重传统艺术那古老的自我中心的主体，极简主义无意之中 虽然是合乎

逻辑地 为碎片化打下了基础 。

我认为正是碎片化的主体在静候观众前来巴黎观看潘萨展览 这不是 20

世纪 60 年代极简主义那体验的身体即时性的主体，而是充斥在 80 年代末后现代主

义的符号和幻影迷宫中分散化的主体 。 这不仅仅只是客体往往会遭到其发射物遮

蔽的一种功能：如同许多闪烁的符号 地面上的物体散射出的一束束光芒不时

打断了平面图，灯具发出的光线照射着空无一人的房间的角落 这些发射物似

乎脱离了它们的物质存在 。 此外，它还是詹姆斯 ·特瑞尔©偏好的那种新中心的功

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早期，特瑞尔对极简主义而言只是一个微不足

道的角色，但到了 80 年代末，他却在重新规划极简主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

瑞尔的作品本身就是在感官重组方面进行的操练，它是人们面前的一个几乎难以

感知的闪光领域如何逐渐加强成型的一个功能：不是通过揭示或强调呈现出这种

(D 柯布西耶 ( Le Corbusier , 1887—1965),20 世纪最著名的建筑大师、城市规划家之一，他是现代建筑运

动的激进分子和主将，被称为“现代建筑的旗手” 。 一译注

＠ 特瑞尔 ( James Turrell, 1943一 汃美国艺术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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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特性的表面 一个我们作为观众据说可以感知的表面 而是通过掩盖颜

色的媒介，造成了如下的幻觉一它就是聚焦的领域本身；它就是人们面对的那个

正被感知的客体 。

现在，正是这种去现实化的主体－一分吝个主体不再自已进行感知，而是以一种

令人晕眩的努力，试图破解那从一个不再可以标示或可知的深度内部涌现出来的

密码一一成了许多后现代主义分析的焦点 。 这种空间有些浮夸且不再能被主体把

握，它似乎超越了那些如同信息技术或资本转移的跨国基础设施一样的神秘标志

的理解范围 。 在这样的分析中，这种空间常被称作“超空 间” 。 反过来，这种空间又

支待了一种詹姆逊将其称为＂歇斯底里的崇高 ” ( hysterica l sublirr记 ） 的体验 。 也就

是说，恰恰在关于压制古老的主体性的时候一在所谓的效果弱化中 存在“一

种奇特的具有补偿作用的装饰性的愉悦(decorative exhilarat ion )” 应取代了古老的

情感，现在存在一种必须被恰当地称为“强度”的体验——这是一种自由漂移的、非

个入化的情感，它受到一种特定的愉悦支配 。

极简主义进行了种种颠覆 ： 它处理或致力于生产那种新的碎片化和技术化的

主体；它构建的不是体验本身，而是把美术馆的其他一些令人愉悦的晕眩感觉建构

为超空间 。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极简主义的这种颠覆式建构利用了总是潜藏

于其内部的东西卢 但是这种颠狻也发生在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刻 。 那是 1990

年，在美术馆本身正如何被重新规划或重新定义方面，这种颠覆与所发生的强大变

化有所共谋 。

《 出售收藏品 》一文的作者表示 ： 古根海姆©出售藏品是其为了重构美术馆而采

取的更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该作者还表示 ，柯伦斯本人把这种战略说成是多少

Q) Jameson, " postmodernism, or The Logic of La te Capita lism , " p. 61. 

@ 20 世纪 70 年代 ，在海涅 · 弗里德利希(Heiner Friedrich) 的组织下，迪亚艺术基金会 (Dia Foundat ion) 

主办了许多项目 。 这些项目建立了一些永久性的装置一一例如德玛利亚 (de Maria) 的《土地室 》

(Earth Room)及《断裂的千米 ))( Broken Kilometer)一此外还产生了把一定的都市空 间应新献给对

它们 自身“虚空的“在场之超然思考的效应 。 也就是说·在艺术品与其背景间的关系中，这些空间本身

越发成为体验的焦点，成为一个难以读懂但却启人深思的非个人化的、类似企业权力的焦点 。 这权力

渗透进了艺术世界 ，并把它们重新拉到另外一种关系网中 。 重要的是，正是弗里德利希在 70 年代中

期就开始宣传詹姆斯 · 特瑞尔的作品 （对迪亚艺术基金会来说，他也是特瑞尔那幅巨大的《 罗丹火山

口 》的经纪人）。

＠ 古根海姆(Solomon R. Guggenheim, 1 86 1 — 1 949).美国商人 、艺术品收藏家和慈善家，设有古根海姆

基金会和古根海姆美术馆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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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极简主义重构审美”话语”之方式的激励或辩护 。 现在我们想问的问题可能

就是 ：那个更大战略的性质是什么？ 极简主义如何成了该战略的标志物？

后现代文化的分析家们所待的一个论点是 ： 在从所谓的工业生产时代到商品

生产时代 一个消费社会、信息社会或媒介社会的时代一—的转变中，资本并没

有被不可思议地超越 。 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置身于一个“后工业社会”或“后意识

形态社会” 。 他们将会争论道，我们确实处于一种形势更加纯粹的资本当中，其中

工业模式可被视作将要进入一些此前曾经多少与之分离的领域（比如休闲、体育和

艺术入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 · 曼德尔CD的话来说 ： “远非再现了一个

｀后工业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千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构成了普遍存在的工业

化 。 机械化、标准化、过度专门化以及劳动分工，这些过去在实际产业中只能够决

定商品生产领域，但现在它们却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部门当 中 。 ”@

作为例子，他提到了绿色革命或农业通过引进机器和化学药品而实现的巨大

产业化 。 正如其他种类的产业化一样，古老的生产单位遭到解体一—农户不再去

自己制作工具、食物和衣服——毛：们被专业的劳动力取而代之：其中的每一种功能

现在都相互独立，它们必须通过贸易这个中间媒介才能联系起来 。 用以支持这种

联系的基础设施现在也将成为贸易和信贷的国际体系 。 曼德尔补充说道，促使这

种扩大的产业化得以实现的东西在于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标记的资本过剩（或者是

非用于投资的过剩资本） 。 下降的利率释放和调动的正是这种过剩资本，而它反过

来又加快了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 。

现在，非用于投资的过剩资本恰好就是一种用于描述美术馆财产（无论是土地财

产还是艺术财产）的方式。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现在美术馆的许多角色（负责人

和受托人）实际上正是以这种方式来描述他们的藏品 。 但是他们看到自己对之做出回

应的市场是艺术市场而非大众市场。 他们想到的资本化模式是“经销商”而非产业 。

有关古根海姆的许多作者已经表示怀疑，认为所有的这些不过是个例外一—

大多数人将会同意，一旦其逻辑变得显而易见，这个极具诱惑力的模式将会成为他

人竞相效仿的对象 。 《纽约时代杂志 》上有关麻省当代艺术美术馆概况的撰稿人确

0 曼德尔 ( Ernest Ma nd如 1 923—1')95) ，德国经济学家 。 译注

0 Erne、 l Mandel. /..ate Ca pitulism (London . 1978 ) . p. 387. as cited in Fos ter. p. 179; J ame妞on.

"Periodi zing the (,() 's . •· Th e ldeolog比｀ of Th eory . vol. II ( Minnea1)0li s . 1988). p.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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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对汤姆 · 柯伦斯的说话方式记忆犹新，柯伦斯不断提到的不是美术馆而是“美术馆

产业＂，把它说成是“资本过剩＂，需要“合并征购”和“资产管理”。 此外 ，运用产业的语

言，他把美术馆从事的活动 美术馆的藏品展览和展品目录一一说成是“产品” 。

现在根据从其他产业化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可以断言：若想高效率地生产

这种“产品” · 需要的不仅是古老的生产单位的解体 正如美术馆的馆长不再同

时充当展览的研究员、撰稿人、负责入和制作入，而是越来越细化地只发挥其中的

某个功能一样 而且还会造成每个层面日益加强的技术化（通过基于电脑的数

据系统）和操作的集中化 。 它也会要求日渐强化对艺术对象资源的控制，而后者可

以廉价高效地进入流通当中 。 此外，关于这种产品富有成效的市场交易问题，也会

需要一个进行产品销售 为了提高柯伦斯本人所谓的“市场份额“一一的越来越

大的层面 。 即便不是天才，人们也会知道这种扩张有三个直接的要素 ： （ ·1 )更大的

藏品目录（古根海姆获得潘萨伯爵的 300 件藏品就是在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

(2)销售产品的更多有形的渠道（正如麻省当代艺术美术馆的做法一样 · 萨尔兹堡

和威尼斯／海关项目是可以实现这一点的潜在方式） 应(3)充分利用藏品 （在该案例

中，显然不是说要出售藏品，而是将其转移到信贷部门或资本流通中； ©于是藏品将

不得不作为一种债券进行旅行 。 非常典型的是，对藏品进行抵押将会成为对之进

CD 在实践计划的不同阶段 ． 规划的一些项目包括了萨尔兹堡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其中奥地利政府可能将

会支付一座新美术馆的费用（由汉斯 · 霍莱茵设计 ） ，并捐赠美术馆的运营费以便回报纽约古根海奶

经营的一个项目 该项目的一部分将会使得古根海姆的藏品流入萨尔兹堡 ， 此外 ． 对于建立在前

海关驻地上的威尼斯古根海姆美术馆也会存在一些交涉 ，

＠ 作为其产业化的一部分，古根海姆愿意出售的不仅有次要的作品还包括一些艺术杰作．这是《 出 售收

藏品 ））一文的论点所在 。 在谈到出售的康定斯基 ( Kandinsky) 的作品时，该文的作者引用了格特 · 施

夫(Gert Schiff )教授说过的一席话： “那真是整个收藏的核心部分 他们几乎什么都可以卖，但那幅

作品除外。 ”据说．古根海姆的前负责人、现在的受托人汤姆 · 梅瑟 (Tom Messer ) ”对这笔交易感到极

不满意”（第 1 311 页） ， 这次报道的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苏宫比拍卖行( Sotheby)对康定斯基这幅画作的

估价( 1 1)1)11 万一 I 5110 万美元）与其实际售价(2 090 万美元）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距 。 实际上 · 就古根

海姆拍卖的这三幅作品而言 ·苏富比对其价格低估了 40％之多 。 在一个如同古根海姆一样职业角色

日益专门化的领域中 ．这提出了一些有关“资产管理”的问题 。 因为显而易见，无论是美术馆的员工还

是其负责人都没有理解市场的现实 ，依靠苏富比的”专家鉴定“（当然不是公正无私的 ） ．为 了实现自己

的目标 购买潘萨的藏品，他们或许出售了不止一件作品。还有一点显而易见的是一一不仅根据

施夫的评价而且基于威廉 · 鲁宾 ( William Rubin ) 的论断 ．其意思大概是说·在过去 30 年的经历中，他

从未见过一幅能与出售的康定斯基这幅画作相姥美的作品 ，在未来的 30 年中．很可能也不会再有另

外一幅能与其抗衡的作品一馆长与管理技能的分离轻率地歪曲了美术馆的判断 ．从而使其有利于

那些能从进行的任何“交易”（拍卖人 、经销商等等）中赚取利润一以酬金和佣金的形式一—的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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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充分利用的更加直接的形式） 。 Q) 此外，它的想象力并没发挥得十分离谱，所以

人们还是能够认识到：与较为古老的、产业化前的美术馆相比，这种产业化的美术

馆与其他的休闲产业领域一一比如迪斯尼乐园 之间存在更多共同的地方 。

因此，它面对的将会是大众市场而非艺术市场，面对的是幻想的体验而非审美的

即时性 。

是哪一个把我们带回到了极简主义及其正由我所描述的那种变革的审美原理

呢？产业化的美术馆需要的是技术化的主体，是那些寻求的并非效果而是强度的

主体，那些把片段体验为精神愉悦的主体，那些体验领域不再是历史而是空间本

身 对极简主义的颠覆式理解将之用千揭示的多维空间一的主体。

CD 1 990 年 8 月，通过纽约城市文化资源托管所 (The Trust for Cu ltural Resources of The City of New 

York)这一机构（以后数拭会更多） ．古根海姆美术馆向摩根证券（摩根证券可能使其重新上市）发行了

550 万免税债券 。 这笔资金用于美术馆在纽约进行的有形扩张，比如现在大厦的附楼、现在大厦的修

复部分、地下扩展部分以及在市中心曼哈顿购买的一处仓库都屈此列 。 计算一下这些债券的利息，在

未来的 15 年中 ．古根海姆将不得不支付 I. 15 亿美元用于偿还和取消这笔债务 。

这些债券的抵押品也非常古怪，因为发行文件这样写道：“对于支付债券来说，（古根海姆）基金的

所有资产都不会用于抵押 。”文件接着规定：美术馆的捐赠基金在法律上不能用千偿还债务；基金会收

藏的＂某些作品被完全禁止出售·或者是其出售要根据适当的赠予书或购买合同受到一定限制” 。 这

样的限制只适用于“某些作品”而非所有的作品也是我将再次提到的一点。

基于万一美术馆无法偿还债务而又没有物品作为抵押这一事实，人们可能会对摩根证券（及其在

这场交易中的合作伙伴瑞士银行公司）同意购买这些债券的姿态产生怀疑 。 这个姿态显然存在于三

个层面。 第一 ， 一方面通过 3 ()()()万美元的资金驱动．另一方面借助由设施、项目 和市场等扩张带来

的额外收入，古根海姆凸显了自己融资的能力 （每年大概超出现在［债券发行文件的日期是财政年度

1988 年］年度开支 1. I 5 亿美元［存在 9％ 的赤字 ． 对于该类机构来说这一数字相当高，约 700 万美

元］。 既然古根海姆的债务为 l. 15 亿美元，就算资金驱动取得了成功 ．它还会存在 8 600 万美元的资

金缺口 。 第二，如果根据上述数字（或者高于现在年收人的 70% ） ，古根海姆增加税收的计划 （额外的

门票收入 、零售、会员资格、公司型基金，外加把藏品．．租借“给其卫星美术馆等等）没有按照预料的那样

发挥作用，那么银行家们可以依赖的第二道防线将是古根海姆理事会支付债务的能力 。 这会涉及个人

是否愿意偿还的问题．而在法律上并没要求受托人这样去做。 第三，如果前两种可能性没有奏效且有可

能出现违约 ，那么虽然未做抵押 ．收藏品（当然“某些作品“除外）显然可以作为“资产“用于偿还债务 。

在询问许多免税机构的财务主管 ． 要其对这项工作进行评估的时候，他们建议说道：这的确存在

“很大的风险” 。 此外 ．我还多少搞清了纽约城市文化资源托管所这一机构的作用所在 。

美国的许多州设立了一些机构，用来把资金借给一些免税机构，或者充当把来自债券驱动的资金

分送到这样的结构的中介，这正如纽约城市文化资源托管所这一机构的情况一样 。 但不同于纽约城

市文化资源托管所的是，根据要求这些机构需要对这些证券提案进行审核，以评估其是否可行。 机构

雇员执行的评估显然是由那些与机构本身不存在联系的人来完成的 。 尽管如同一些州机构一样，根

据政府的命令以中间人身份来处理资金，但纽约城市文化资源托管所却没有员工来审核提案 ． 因此也

就不能在债券请求的审查中发挥作用 。 相反 ·人们需要做的事情似乎就是赋予提案以信誉。 鉴于托

管机构的成员也是其他文化机构的主要人物（例如，唐纳德 ·梅隆是现代艺术美术馆理事会的主席）

这一事实，托管机构自己的理事实际上可能也是潜在的购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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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普莱茨奥斯著 翟晶妇 译

唐纳德 · 普莱茨奥斯 (Donald Preziosi , 

1941 - )，美国艺术史家，长期任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教授， 2007 年以来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

授，曾担任美国符号学会主席 。 编著有《 艺术史的艺

术》《大地躯体的大脑：艺术、博物馆和现代性的幻

想》《重新思考艺术史 》等 。

本文是普莱茨奥斯所主编的《 艺术史的艺术》的

跋 。 文章全面清理了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漫长历史，尤其是作者指出，艺木

史的建构其实是与博物馆（美术馆）这一体制密切关联在一起的，由此转向了

西方民族国家和现代性的讨论，这些都是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的产物 。 作者

强调，现代性导致了西方艺术史研究的诞生，而博物馆作为艺术史的载体，规

定了欧洲中心和男性中心的布展格局，它一方面建构了关于艺术的普遍知识

及其学科（艺术史），另一方面又规定了人们如何理解艺术乃至文明的过去 。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批判性的见解，解构了艺术史的话语与博物馆

的发展在现代性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共谋角色 。

在真实的 (vra)）这个词中，不是蕴涵着某种超验的意味吗？它那简练的声

调，不是召唤着贞洁的裸体、万物最简单之真买性的模糊影像 ...…每个词不都

＊本文原载（（艺术史的艺术 》( The Art of Art H istory [O刘ord, 1998] ）。 译注

•-•翟晶，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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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讲着 同 一个故事吗？一种活的力量，给万物打上印记 ， 它自灵魂中来 ， 又借

着行动的奥秘 、 言论与思想间的奇妙呼应偿还给灵魂 恰如身陷爱情的人 ，

将他的爱什之于爱人的双唇 ， 又从那里取回 。

巴尔扎克： 《路易 · 兰伯特 》

博物馆 （或译作美术馆一译者）学的现代实践 并不少于那话语性的博物

馆辅助性研究：艺术史（让我们姑且称之为博物馆志 ） 牢牢扎根于一种恰 当再

现的意识形态中，在这里，人们设想展览将多多少少忠实”再现“某种外在于博物馆

学的事件，某种被想象为先于其叙述及在展览空间里的再呈现 ( re -presentation) 的

“真实”历史 。

不论收藏或展览是多么不完整、短暂或简洁 ， 今天，它存在千两个多世纪以来

由博物馆、画廊、沙龙、展销会、博览会、展示会以及人们耳熟能详的视听体验所建

立起来的期待之中 。 人们通常把展览看作是许多缺场的、更完整的整体的一个片

断，是从中挑选出来的 。 博物馆学空间里的每一个条 目都是一个标本 某种对

象中的一员 。

现代展览的每一种模式，本身都是更早的“自由艺术 (arts)” 、`｀书籍”或记忆之

“屋”一其中一些来自西方伟大的古代 的后继者或现代版本。。 将博览会和

展示会的各种模式看作社会实践或认识论技术彼此交织、相互限定所形成的网络

的组成部分，也许不无裨益，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宏伟大业 。 正如那些汇聚在

一处构成了现代博物馆的活动，可能各自都有不同的前身心将博物馆本身理解为

某类技术，可能也有所助益，这种技术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出现的 。

某些构造特性、突出特征或系统性结构 （这些词的使用， 意味着我们依然无法

摆脱那个久远的传统），勾画出了艺术史和博物馆学的历史形态，本文就是对这些

特征或结构的沉思或反思 。 尤其是，我试图阐明博物馆学的叙事空间的各种特性，

Q)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 Mary Carru thers , The Book of Memory: A Study of Memory in M动ue叫

Culture (Cambridge , I 990)及 Frances Ya tes , The Art of Memory (Chicago . 1 966) ： 关于 1 9 世纪的

视觉游戏 与 各种展示活 动， 参 见 Jonathan Cra ry , 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 0,, Vis/.011 a 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 ')90) ； 关千博物馆和记忆参见 D. Preziosi, Brain 

of the Earth 's Body , Museums a nd the Fabrication of Mod如ity CMinnestota , 1 999) 的前言。

＠关于这一主题 ．参见 D. Preziosi . Reth inkingA r t H八tory : Med ialutionson a Coy Sci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I 989 ) ． 尤其是第 3 章“The Panoptic Gaze and the Anamorphic Archi ve", pp. 54-79 。

284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艺术史的艺术

整理的过程也许能帮助入们了解是什么决定了艺术史的起源，而艺术史本身，又是

一个更为广阔的、可称为“博物馆志”的领域的一部分 。

在此，我要先简单地把它解释成一种特别的现代主义合奏 ，由 主体与客体在各

个阶段、各种现场彼此联结而成，它已成为保证现代民族国家有效运行的关键元

素 。 不仅包括幻灯、照片、电子档案、教学设备这类人们所熟悉的职业艺术史工作

方法，也包括旅游、时尚、传统手工业等，博物馆和小说等其他现代人工制品，可被

用作这类博物馆志实践的范例 。 下面将具体谈到这些特点 。

撰写本文的一个动机，是基于从别处来思考艺术史的迫切需要，亦即要摆脱两

种惯性思维：一是传统、规范的历史编级学的那种顽固的于年主义方案，它依然试

图脱离社会和认识论来解释艺术史实践的 “各种历史”（因此只是反复重弹艺术史

的艺术史“老调）；二是最近那种重新确立经典的愿望，并以公式化的方式吸纳各

种“新艺术史“，这些“新艺术史”大大扩展了现存的经典和正统的范畴，而不是为现

状提供了什么具体的替代方案。© 因此，以下的行文方式反映了一种站在规范之

外、从旁边进行观察的尝试，就像从侧面、从哈哈镜里观看那样 。

一系列文化机构相继设立，使得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成为可能，它们很务实地

想象出了生动的民族神话学和有关民族国家的神话故事，并赋予其有血有肉的形

象 。 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和维系有赖于一种强有力的文

化虚构体制（从 18 世纪开始，它已越来越普遍 ） ，小说和博物馆是其主要组成部分 。

我在这里认为，艺术史职业规范的起源，必须被放到这些当代发展的轨迹中去理解 。

博物馆这个新机构有效地建立了一种想象的时空，一种叙述故事的空间 ： 被历

史地歪曲过或必须在历史中加以辨析( funeous) 的场所心而它本身也因此成为知识

产品的一种规范的模式 ，借助其产品或遗迹来定义、构形、塑造、“再现”了许多社会

行为方式，各种材料都经过了重新组合、变形 ． 成为展示与景观这一布展机器的组

成部分。 它们的作用，是借范例、实例或直接的劝诫来建立起各种特性，在主体和

客体之间、主体之间 、主体及其个入历史之间形成恰切的关联，以适应民族国家的

CD 关于这—点有一个有力的例证 ． 即关于“视觉文化”研究的争论，它以一份调查表的形式，出现在《纽约

艺术杂志 》1 0 月号 （ 总 77 期[ 1996 年夏］）第 25一70 页上，该表以该杂志的朋友和编辑们为调查对象。

＠ 这个术语来自博尔赫斯《 博闻强记的富内斯》的标题 ． 这个故事讲一个人．他记得自己所经历过的每一

件事。一个叫作 fm.，eous 的东西或地方，将在其自身结构内包含自身整个历史与发育过程的痕迹 。

实证科学中有一个概念叫 funicity ，参见 Preziosi .Reth i11king A1, H istory . p. 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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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博物馆的叙述故事的空间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客体，也有观看客体的其

他主体，并观看彼此的观看 。 蒙娜丽莎似乎并非为您而微笑。

简而言之，博物馆建立起示范性的模式，帮助人们将客体”阅读”成个体、群体、

民族、人种及其“历史”的痕迹 、再现、反映或替代，它们是为了让欧洲以仪式化的方

式参与（因此也是召唤、捏造、维护）其自身的历史和社会记忆而设计出来的公共空

间 。 。 因此，博物馆让那些可以观看的东西变得清晰易读，从而建立起观看的价值

标准，并教导博物馆的使用者如何阅读所见之物：如何激活社会记忆。艺术史成了

博物馆学空间所发出的或在其之内传递的一种声音 人们甚至可以称之为流行

的历史小说， 。它以一种补偿性方式，使自身成为一扇窗，开向一片想象的世界博物

馆、百科全书、一切可能存在的艺术种类之一切可能存在的标本的档案心一切可能

存在的物质性展览、收藏或博物馆都与之相联，都是它的一个片断或部分。

现代博物馆是在 18 世纪晚期的欧洲，作为启蒙运动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

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大众伦理教育的认识论工具而产生的，自那时起，人们通常把

它看作是可以充当见证或文献的人工制品 。 同时，它也是历史编撰实践的工具，是

为实践历史的公器 。 在这方面，它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虚构方式：一种最引人注目的

想象性虚构，已成为国家性、世界每一角落里的民族与种族的身份与遗产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 。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性本身就是博物馆的集体产物、人工制品、最重

要的博物馆志的虚构。

那么，它如何才能充当一个“客体“世界中的“主体”一在这世界里，有一些事

物因其在世界上所占的物理位置、它们被布展或装框的方式，而显得清晰易读或成

了其他事物的代表？是什么构成了这种“再现“？究竟是什么使之可能或可信？鉴

(j) 参见 Timothy Mitchell, Colonising Egy pt (Cairo , 1988)及 Zeynip Celik, Display ing the Orient: The 

Architecture of Islam at Nineteenth-Century World "s Fairs(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1 992) ，其中有

对非欧洲人眼中的现代欧洲景观和展示文化的有趣分析。

＠ 其他“阅读装备”或解释工具，是人类学、人种学、历史、科学等，简而言之，即所有正式的话语形式 。 例

如．将现代旅游看作是以与专业艺术史同时或对等的方式对世界及其过去进行“书写“ ． 也许不无裨

益 。 就此而言 ，我们或许记得，至少是在英国、 19 世纪末的主要海外旅游机构，都是从组织城市或乡

村旅浒者去伦敦的博物馆或博览会的公司起家的（从 19 世纪中叶的水晶宫博览会开始）。

＠ 这一话题争参见 D. Preziosi, "The Question of Art Hi邓rory," J. Chandler, A. Davidson and H. 

Harootunian 、 eds., Questions of Evidence : Proof, Practice, and Persua平ion across the Disciplines 

(Chicago , I 994汃这篇文章考察了哈佛大学佛格博物馆的历史，认为它在设立之初，曾是一个专门的

收藏机构．它所收藏的那一整套材料 ．后来构成了艺术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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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品质与呈现之间关系的性质，在现代世界中，再现的可能性植根于更为古老的哲

学和宗教思想传统中。不过，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是再现之恰当性和职责的公

共、世俗形态的一些方面，它为现代性这个综合体所特有，与那些为民族国家服务 、

使民族国家得以产生的文化技术系统的产物紧密相联 。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在这里，几乎一切事物都可以在一个博物馆里被

展示、被筹划，什么都可以被当作或用作一个博物馆 。 尽管在 20 世纪最后的 20 年

里 ，出现了大批极有用途的博物馆和博物馆学文献心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出，对于在

理解博物馆学实践的显著属性、机制和效验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我们还不甚了

了 。 其实很明显，我们做得最少的，就是从总体上重新思考许多历史和理论假设、

阐释与解释的模式 。 这里我认为，启蒙运动的发明一现代博物馆，其背后的意义，

与几个世纪前透视法的发明同样深刻，同样影响深远（并且是出于类似的原因 ）。 Q）

这的确是一次革命性的社会发明，这一点 巳经越来越清楚了 。 在有些地方，人

们立刻就接受了它，在另一些地方，则要有个过程，这就和欧洲社会革命的情形一

样，而后者正是这个新机构服务的对象 。 博物馆将各种旧的知识生产、构形、储存

(D 在这一时期及其前两个世纪中，对这一话题有了更多的讨论，就此，无论开出什么样的书单，都将是充

满个人见解的 ． 而下面的名单列举了最近的研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就，并且也不难找到 ． 这或许

不无裨益。关于现代博物馆学实践的起源，参见 0. lmpey and A. MacGregor , eds., The Origins of 

Museum.s : The Cobme/ oJ Curl()`lm m SI.工t eenth -and Se·uent eenth-C幻1 t ury Europe (Oxford, 1985); 

A. Lugli, Naturalia et M呻归： ll ,olle之 ／ onismo e11ciclo j,edico 11etle Wunderkammern d"Europa 

( Milan, 1983); J -L. Deotte , Le Mus如 ： L 'Origi八e de t'esthetique ( P aris, 1993); A McClel.lan . 

Inventing the Louvre (Cambridge, 1994 ) 。 又见 E. Hooper-Greenhill , 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切ndon, 1992) ; S. M. Pearce . Museums . OJ.扣cts, andCollections ( Washington. 1992); 

K. Walsh , The Re/:resemat io11 of the Past (London , 1992) ；及人类学家 D. J. Sherman and l. 

Rogoff, eds., Museum Culture : 1-l istories, Discourses, SJ>心心 (M i nneapoli s , 1994 ); M. Pointon , 

ed. . Art A purl (Manchester . 1 995) 。 其他有价值的著作包括 F. Dagognet, Le Musee sans Fin 

( Paris, 1'J93) : T ony Bennett, The Binh oft.he Museum ( London . 1995) ; Carol Duncan, Civ如ng

R ituals: Inside Public Art Museums ( l.,ondon . 1994 ) ；及 S. Stewart. 0,, Longing: Narrali祝s of the 

Miniature. the Gigantic, the Sou祝nir, th eCollection ( Durham, 1993) 。又见 D. Preziosi, Brain of 

the Ear th 's Body 。对博物馆与博物馆学的方方面而进行研究的多卷本系列著作，新近由英国莱斯特

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史密森学院也在较小规模上组织了类似研究。最近一期的 Journal of the 

H湿ory o I Collect ions 发表了有关博物馆历史及理论的重要研究成果 。

＠ 关于透视法 ． 最近有两部重要的研究著作: H. Damisch. The Origin of Perspecti祝 (Cambridge,

1994) ，及 J . Elkins. The Poetics of Per., ／兀（加e (New York. 1994) 。 对这两部著作及对现代艺术史

实践中视觉与凝视的角色的评价，见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篇新近完成的论文的前言，作者为

Lyle Mass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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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展示活动具体化了 ． 又将之转化到一种新的综合体中，它对应着 18 世纪在医院、

监狱、学校等中其他现代观察和训诫方式的发展 。。 在这方面，我们最好是将博物

馆看作生产出现代性本身这一更大综合体的基本场所 ， 它同时也是这综合体最有

力的缩影之一。

本文下面将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是一系列观察和非正式的提议，其

范围包括上述的一些观念 ， 其中大部分，尽管显得有点武断且像是某种宣言 ， 但你

却可在这个半透明的表层下窥见各种问题的层面。因此，每一个提议，都可看作整

个观察的一种变体， 一种将博物馆学话语拉出其如今所在的这个泥潭的刺激物。

第二部分延续了这一讨论，扩展了先前的提议和观察，主要是审视艺术史之艺术的

一些属性，尤其它与拜物教的关系 。 最后一部分试图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勾画出博

物馆学和博物馆志的故事化空间的属性和特征，并回应以下的问题：是什么构成了

两个世纪前艺术史规范最深层的基础？＠

一、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志

我在语言中辨认出我，但惟当我像一个物体在语言中 消失时 。

雅克 · 拉康©

(1) 博物馆并不是单纯、被动地揭示或“指涉“过去，而是演绎着将某一特定“过

去“从当下分离出来的基本历史态势，以便收集、重组（再组合 [ re -member] )那被置

换被拆分过的遗迹，使其成为属千并致用于当前的谱系中的一个元素 。 这种处于当

0 经典的研究是 M.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 ings : An Archaeology o.f 如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 197(））与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1972 ) ：又见 T. J. Reiss, The Discour、«

of Mode门1is111 (New York, 1982) 。 关于欧洲自由共济会规章及其发展尤其与现代博物馆（在英国、

法国美匡大部分博物馆建立者都是共济会会员）起源方面的发展的关系．见 Prez i osi, Brain of the 

Earth's Body 。

(2) Art Bulletin （总第 77 期， 1995 年 3 月第 13—1 5 页）曾发表过一篇同名文章 ｀是下一段中的一部分内

容的初稿。

@ J 巨can . ·•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ychoanalysis , " A. Sheridan trans. . 

Ecrils: A Selectio11 (New York . 1977) . p. 86. 

288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艺术史的艺术

前空间内的博物馆之过去的功能，就是标示出相异性或他者性 ·在当前中辨识出一个他

者它可以被改造，从而在某种似是而非的解读中，清晰地呈现为对当下的生产或制造。

丰富的想象力将那被添加到当前空间内的东西并置于当前之侧，如同一篇开场白 。 CD

因此，这种博物馆的“过去“，是想象力的生产工具，是当前的养料，也是现代性

的养料 。 我们通过对博物馆的个体和集体的规范化使用，实现了这个纪念仪式，在

最基本 、最一般的层面上，它以具有地方性、空间性和动态性的方式， 成为阅读小

说报纸或观看戏剧、演出的补充，或与之相对应 。

(2) 博物馆志的元素，包括艺术史在内，是高度符号化了的修辞学转义或语言

学工具·它们积极地”阅读＂、谱写、寄寓着过去 。 在这方面，我们对博物馆机构的迷

恋 我们被吸引到博物馆，被困在其中 与我们对小说尤其“神秘“小说或故

事的迷恋如出一辙 。 不论是博物馆还是神话，都在教导我们如何处理事物，如何思

考，如何把这样或那样的两件事物联系到一起；它们都告诉我们，第一印象不一定

正确；它们让我们看到，世界需要被紧密地整合到一起（也就是说：再组合），整合的

方式应该理性、有条不紊当我们在事后回顾那些步骤时，应发觉它们是自然而然、

不可避免的 。 在这方面，博物馆的当前（在我们身份所在的参数之内）可以被表演

成为某个过去（我们的文化遗产和起源）的不可避免的逻辑产物，从而将身份和文

化家传扩展至一个历史的、神话的过去，而这过去也因此得到了复原和维护，同时

又不丧失其神秘性 。

实质上，无论小说还是博物馆，都会召唤、激发 出一种欲望，令人渴求全局式、

全方位的视角，站在彼处，我们将看到 ： 一切都在一种真实、自然、现实、适当的秩序

中结合在一起 。 两种糜幻现实主义的模式，都在促使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真

的”可以占据一个优越的概观式视角，尽管在日常生活中 、在统治和权力面前 ，许多

证据都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

因此，展览和艺术史实践（都是博物馆志的分支）都是想象性虚构，其编写和叙

述，构成了历史的“现实”，而其主要手段就是那些预先构思好的材料和语法 转

CD 相关读物参见 Michel de Certeau, "Psychoanalysis and 小 Hist ory," M. de Certeau, f-leterologies, 

D八((IUI飞e un the Other, Brian Mas沺umi trans. ( Minneapolis, 1986), pp. 3一16; 及同一作者的 T加

Writing of f-l叩ry ,Tom Con ley trans. (New York, 1988) 。 有关历史性并置与叠加的问题亦见于

Ronald Schleifer, Robert Con Davis and Nancy Mergler, Culwre and Cognition, The Boundaries of 

L心rary and Scientific Inquiry (New York , 1992), pp. 1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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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句法程式实例和证词的方法论、布展术与戏剧化呈现的技巧。＠ 这种虚构手法

又和其他意识形态实践结合在一起，如有组织的宗教和娱乐业（也即某种控制） 。

(3) 也是在博物馆，人们探索着主、客体之间想象的关联，探索着二者通过并置

实现的叠加 (superimposition) 。 我们可以想象艺术博物馆客体是按照类似于自我

的方式来运作的 ： 这个客体不能完全贴合千主体，它不是外在千便是内在于主体，

实际上，它是一个永不稳定的场所，在这里，内与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别在不断

地、没完没了地磨合 。 © 在这方面，博物馆是一个社会化的展台，展示着那个作为客

体面对着世界的我（或眼睛），和那个作为那世界上所有客体中之一员面对着自身

的我（或眼睛）之间的相似与不似－~一种充分，但永不完整的相似与不似 。

(4) 在现代性中，言说物便是言说人，艺术史的艺术和美学，的确是现代欧洲最

了不起的发明之一， 是一件用来追溯以往、重写这世上一切族群之历史的工具 。 它

曾是、并仍是一种具有组织功能的概念，使得关千主体的西方观念（整一性、独特

性前后一致性精神、不可复制性等等）更加鲜活明了，在这方面 ， 它提炼了此前透

视法发明的一些成果 。

与此同时，艺术史的艺术成为一切生产的范式：它那理想的视野用千衡量一切

产品的标准 。 生产者或艺术家以一种补偿性的方式，成为现代世界中一切事务的

典范 。 作为我们自身的主体身份的伦理艺术家，我们尽力将自己的生命谱写成一

件艺术品，过一种示范性的生活 ：其作品和行为就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代表性人工

制品一样清晰可辨 。

在这方面，博物馆志成了宗教、伦理、启 蒙运动治理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交叉点

和桥梁，在这里，受托和范例构成了政治表征 。

(5) 艺术既是客体又是工具，因此也是将要被看见、被阅读、被研究之物的名

称，也是研究本身的语言的（常常被遮蔽的）名称，还是研究这一手法的名称 。 正如

“历史”这个术语自相矛盾地既指书写这一规范化活动，又指这一书写实践的参考

＠ 参见 Hayden White , " T he Fictions of Factua l Representation ." H. White, Tropic.I (J / D, scourse 

E·,、ays in Cultural Cr儿icism ( Baltimore , 1971-l) , pp. 12 1 一 1 34 。

＠关于自我与主体之间的区别的问题 ．参见 J. Buller, Bodies tha t Matter (New York, 1993) . chapter 

2 " The Lesbian Pha ll us and the Morphological Imagina ry". pp. 57-91 。 又见 Elizabeth Grosz. 

Space, Time and P erversion (New York . 1995 ) ， 其中精彩地分析了雅克 · 拉康著作中对自我一构造

的主体这一问题的论述．并对 Butl er 著作提出了富有洞见的、引人深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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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艺术也是由博物馆与博物馆志塑造起来的历史的元语言 。 该术语工具性的

这一面，在很大程度上被现代话语吸收了，这有利于艺术的“客观性”卢 由这种矛

盾性所构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史或博物馆学的实践？

作为一个具有组织功能的概念、一种将整个活动领域与那个将特定主体观念

明确起来的新中心组织在一起的方式，艺术也重新叙述了历史，重新确定了历史的

中心 。 作为启蒙规划的可公约性的组成部分，艺术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标准或尺度，

以之为准绳，可将各个时代、地方的产品（再扩展一下也包括民族）放到同一个美学

发展、伦理与认知进步的量表中加以构想：对每个民族、每个地方来说，是它自己的

真正的艺术；对任何真正的艺术来说，都有其朝向欧洲现代性和当下性的进化阶梯

上的恰当位置 。 欧洲不仅是艺术品的收藏者，也是具有组织功能的收藏原则：不但

是博物馆里展示的物品，也包括博物馆里的玻璃展示柜本身。＠

正如约翰 · 萨默森爵士©在 1960 年骄傲地宣称 ：

新艺术似乎拥有了独特性这一品质的那一刻，它也被看作了历史（读一读

那些关千毕加索和亨利 · 摩尔＠的又献），这使人觉得，艺木就是不断地退出现

代生活 就是从未被现代生活占有 。 它似乎正退入一片巨大的风景—一－艺

木的风景 如同我们从观光汽车或火车上看到的风景 ……在几年的时间

里，（新事物）只是发生在整体中的怪诞、迷人的事件－我们从观光汽车的车

窗里看到这个整体，这车窗恰如博物馆的玻璃窗 。 艺术存在于玻璃之后一—

历史的玻璃 。＠

简而言之，艺术变成了历史主义和本质主义这部机器的中心，变成了欧洲霸权主

义的世界语。我们很容易看出，在这个世界的欧化过程中，构成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志

0 在传统艺术史与美学内 ．有两种解释；一是 Michael Fried, "Art and Object hood" (1967) ， 二是 Arthur

Danto, "Artworks and Real T hings" (1973) ，两者都重印于论文选集 Morris Phil ipson and Paul 

Gude!, eds. ,Aesthetic.IToday (New York , 1980), pp.214—239,322一336 。

＠ 见本文”二、艺术史与拜物教” 。

＠ 萨默森爵士 (Sir John Summerson, '1904- 1992) ，英国著名的建筑史家 。 译注

＠ 摩尔(Henry Spencer Moore 、 1 898一1986) ，英国雕塑家 。 一译注

＠ 选自萨默森爵士的"What is a Professor of Fine Art?＂，这是他出任赫尔大学费伦斯艺术教授时，在就

职仪式上发表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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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观和展示的文化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必不可少的 ：对每个族群和种族、每个阶级与

性别、每个个体和入种来说，其自身的独特精神与灵魂、历史与史前、未来的潜力、尊

严充分再现自身的方式 ．都可以投射为某种合法的“艺术”。 这种殖民化的明智之处

着实令人吃惊：今天，这个世界的一切“艺术传统＂，都是在欧洲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志

的历史主义和本质主义中塑造起来的 ． （当然）都是由殖民的人自己塑造出来的 。

真的，艺术史将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殖民地化的主体 。

换句话说，启蒙运动发明“美学“，就是为了与在各类社会中看见（或想象出来）

的各种主—客体关系达成一致，并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共同的数据表或电子数据

表的格棚中对其进行分类 。 作为客体和工具．这个艺术同时也是一种事物，也是一

个表示将事物相对化的术语，它代表着从美学到拜物教的等级化光谱中一端：一架

进化的阶梯，其顶端是欧洲审美的艺术，底端是原住民的物神—符咒 。

(6) 站在博物馆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它是视觉手段的大综合，在这里，无

论是工具、玩具、视觉游戏的激增，还是 18 、 19 世纪的建筑与城市体验，都可被看作

其非正式的象征 。 这个机构将其使用者放在了一个变了形的位置上，从这里，我们

可以看到，某种历史的戏剧化呈现正天衣无缝地、自然而然地铺展在我们面前，在

这里，我们可以用一种占卜般的方式，将一种特殊的目的论破译或读解为一组被收

藏的形式的暗藏的真理，也是在这里，各种谱系式的血统关系可以变得合情合理、

不可避免 、具有示范性 。 现代性本身就是身份政治的主导形式 。

最为奇特的“视错觉“，就是在这个变了形的戏剧化呈现中，博物馆空间就像个

拙劣的欧几里得空间 。 博物馆似乎在冒充（但这里并没有冒充，因为一切都是 冒充

的）容纳一切的堆料场、百货商店，可用 ． 可消费，可以被沉思、被想象、被投射到自

身或他者之上 。 从人们面前遮蔽掉的，当然是这些故事化空间的更为宏大的画面

及其各方面的影响 ：这些仪式化表演所产生的全方位的社会效应，其一，它用具体的

例证将民族意识形态说成一个突出的个体主体 ；其二，它将个体与文化间的一切不同

和不吻合之处都简化为同一事物的各种变体，化约为同一个本质或身份的不同但却

彼此对应的版本 。 这样一来，我们全都成了这个人与其／作为其作品的家族的亲属 。

(7 ) 在博物馆里，每个客体都是视觉的陷阱卫 我们的眼界依然锁定在个别标

CD 参见 J acque、 1 .aca n, The Fou.r Fundamental umcep!S of P、yd叹walysis (London, 1977 ) ， 尤其是

.. The Line and Light“那一章 ， pp. 9 1-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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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层面上，因此，把物的生产或显现中的个别”意图“看作关键的、决定性的，甚至

是最终的原因，会让我们觉得舒服、愉快 。 意图变成因果链中的灭点，或是阐明的

视域。它是无所不在的博物馆劝诫的催化剂，“让艺术作品自己对你说，尽量少打

扰它，尽量不要分心” 。(!)

(8) 博物馆也可被看作生产出性别化主体的工具，想象的性别立场的拓扑学来

自该机构的影响：博物馆使用者或操控者(“观者”)的立场，是那个无标记的（常常是

男性，但并非必须如此）特立独行的姿态或立场的一个无标记的类似物。但作为欲望

的客体，被布展、被故事化的博物馆人工制品同时也是一个行为人或主体（常常是女性，

但并非必须如此）的仿像，观看的主体与之紧紧相联，或者，他／她将遭到它的抵制 。

简而言之，主体和客体在故事化博物馆空间中的叠加，为男、女性别差异的模

糊化复杂化创造了条件 。 换句话说，博物馆客体在性别上是模棱两可的，这种两

可性使得人们更需要明确的性别结构 。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越来越清楚 ：所有艺术

都是诱引，无论是掌握着霸权的还是遭到边缘化的性别，本身都依然且继续是自身

之理想化的仿造和反复，正如观者在展览空间里的位置总是被预先构思的、被预定

的，一切性别也同样是（一个）诱引 。＠

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志是分配记忆空间的有效途径，它们合力作用千过去与当前、

主体与客体 、集体历史与个体记忆之间的关系，这些作用将帮助我们把实现于当前的

过去转变成一个故事化空间，在那里，过去和当前被想象性地并置在一起，而它们的

真实关系，将不得不被解释成延续和进展、原因和结果。换句话说，在那里，一个错觉

将得以延续：过去存在千自身并为自身而存在，不受当前的投射和欲望的影响 。

在理解博物馆志规划及其一部分博物馆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将会使人们真

正地、认真地对待那个真实客体的悖论性（我在别处把它称之为圣餐般的客体），＠

正是这个客体构成并填满了那片空间 。 艺术史的艺术及其博物馆学成了一件工

CD 参见 David Finn 那本流传甚广的著作 /-low to Visit a Museum (New York, 1985) 第 1 页上的忠告 。

对此及相关的“各种交流模式”的重要批评．参见 J. Derrida. Signepunge/ Signspunge,R. Rand tran丸

(New York, 1984 ) , pp. 52—54; 及 Grosz . Space , Time a nd Perversion, charpter I "Sexual 

Signature寸， pp. 9— 24 。 又见 D. Preziosi. Brain of the Earl／卢 Budy 中对 Finn 及相关著作的讨论，

P. Duro. ed., The Rhetoric of the Frame (Cambridge, 1996 ) , P. Duro, "Museums/ Collecting ," 

Robert Nelson and 凡chard Schiff , eds., Critical Terms for Art /-/istory (Chicago , 1996) 。

＠ 参见 Butler, Bodies That 汕1tter 及 Grosz. S如le . Tt11leand Peruer` I.OI/ ，其中有对该问题的全面论述 。

＠ 参见 Preziosi, R ethinking Art H八tory , chapter 4'·The Coy Science", pp, 80—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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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被用来进行再现的、历史的思考，用来想象某种与（现在已扩展到全世界的）欧

洲现代性的国家主义目的论之间的历史性呼应。

二、艺术史与拜物教

要理解这一事业的惊人力量与成功，我们就必须一点一点地弄清楚，在两个世

纪前现代民族国家的创立中，生死攸关的要素是什么。成为经典的艺术史的艺术

的，实际上是一个魔术般的、充满悖论的对象，经过精心组合，成为塑造并维持现代

民族国家及其（雕像般的）缩影 公民一一的事业中的一件阐释工具夕 它成了

社会生活审美化的产物，成了社会欲望的体现 。

艺术是它那隐含的、想象的对应面补偿性的（文明的）陪衬，启蒙之谜和（未开

化的）物神之谜的补偿性的陪衬：用威廉·皮茨(William Pietz ) 的话来说，是“启蒙

运动之他者的被安全地置换了的提喻"。© 它是一件强有力的工具，确认了一个信

(I) 关于这一附属于现代国家身份主体的主体，参见 Karen Lang . The Genna11 Mo11ument. 1790—1914 : 

Suh)如I'l)ity, Memory, and National lde71tity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论文 (1996) ，其中的一

部分载于 The Art Bulletin 79(Jun. 1997) 。

CD William Pi etz 的著作对于我们理解有关拜物教和现代文化的当代新兴话语十分重要，尤其是他的

"Fetishi sm ," Nelson and Shi.ff, eds.. C叩cal Tem,s for Art H istory; "The Problem of the Fetish" 

Res IJ(Spring . 1987).pp. [2一 13 。 又见他的 “Feti shism and Materialism: The Limits of Theory in 

Marx , " Emily Apter and W心am Pietz , eds. , Feti.,hism as Cultural Discourse (New York, 1993), 

pp. I 1 9-- 151 。 这个选集里有许多十分有价值的文章，讨论作为不同领域中之研究 包括艺术

史－一的附屈的主体，如 A. Solomon-Godeau, "The Legs of the Countess," pp. 266—306 ；及 k

Mercer. "Reading Radica l Fetishism: The Photographs of Robert Mapplethorpe," pp. 307-329。选

集的编者之－ E. Apter 认为＂ ｀ 他者一收藏' (第 3 页） 的欧洲中心主义窥淫癖“可以用来形容这里的

观点其他有关这一主题的新著有 Jean Baudrillard. For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 St. Louis . 1981 ) ; Louis Althusser . "Ideology and ldeologica l State Apparatuses . " Lenin and 

Phil（八ophy. and 0/her Essay.I , B. 8rewster Lran~. (New York , 1971), p. 162 ，及 Jacques Derrida, 

GI小. J.P. Leavey ancl R. Rand trans. ( Lincoln , 1986), pp. 226一227。又见 Vivian Sobchack 的重

要论文“The Acti ve Eye , A Phenomenology of Cinemat ive Vision," Quarterly Re'l)iew of Film and 

Video 12, 3(1990) , pp. 2 1 —36 。 关于康德对拜物教的解释，参见 1. Kant,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11Alone, T. M. Greene and H. H . Hudson trans. (New York, 1960), pp. 1 65—168 ；黑格尔

在 Philosophy of Mind 中讨论过物神崇拜的问题， A. V. Miller trans. (Oxford, 1971 ) . p. 42 ，他的

Aesthetics , Lecture:; on Fi11e Arts 中也讨论了这一问题， T. M. Knox trans., vol 1 (New Haven and 

London 、 I 9'J5), pp . 3 15-3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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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在某种深刻的具有本质性的意义上，你在你制作的东西中所看到的，正是以某

种深刻和本质的方式所呈现的真实的你自己 。 你作品的形式是你真理的面相，它

也提供了一件强有力的工具，使得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一主张 ： 欧洲是地球身体的头

脑，一切不在欧洲这座大厦之内的，都是它的开场白 。 当然，对于构成了欧洲的在

场和现代性的那些东西来说，那个外在的先前，那个他者，是必要的支撑和决定性

的例证。。

物神这个词，源千拉丁语的形容词 factitius （普林尼用它来指艺术制品或人工

制品），是从葡萄牙语 (feiticaria ， 一个用来形容西非的＂巫婆”与偶像崇拜的术语）来

的， fetisso 这个词指的是西非和欧洲之间用来做交易的小东西或小玩意，它的早期

现代含义与一个较晚的拉丁含义关系更紧密，指肖似自然物的东西 （如象声词中的

声音）。

总而言之，它是某种未开化（读作“黑人的＂）之物，先于欧洲唯美主义想象的

“无功利性”概念。这两个术语彼此暗含，必须一同加以理解，其共生的互补性在过

去两个世纪中充当了艺术史的一切形态的框架 。

有一些过程性的对比：如果在欧洲社会中，性别成了自我的本质一一个体人格

最内在的真 那么，艺术也就成为性别那文明的、补偿性的对应面，成为主、客体

间文明的互动的标志 。 并且，在现代性中 ，艺术和性彼此呼应：艺术和性一样成了

一个等着被发现的、有关一切人的隐秘真理 ， 一个将拉斯科洞窟和下曼哈顿的阁楼

连在一起的无所不在的世界性现象一—确切地说，是一个虚构的整体，但又是一个

拥有巨大权力且相当持久的整体 。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艺术和物神位于相对的两极，两极之间依然是一道从无功

利性到偶像崇拜、从文明的到原始的连绵不断的光谱 。 总而言之，它们中间的任何

一个都不能孤立地来看 。

并不像被科学所发现并解释的自然现象那样，说艺术先千艺术史。二者都是

意识形态的建构，被用来在一些特殊的方面发挥作用 。 艺术史、美学、博物馆学、艺

术制作本身，这些历史地相互关联而成的社会实践，其基本的、共同的使命，就是生

(!) Claire Farago.'' · Vis ion Itself has its His tory' ,'Race' . Nation. and Renaissance Art History . " C. 
Farago , ed. , Reframirig the Renaissana, Visual Culture in £uro加 and l...a tin America 1450 —1650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5), pp. 6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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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彼此呼应的主体和客体，以及拥有一个适应于欧洲新出现的民族国家的有序

的、可预测的礼仪 。

同时，这一事业吸纳了所有二重的等级化的概念，它们可被用作辅助性工具，

对一切族群的文化产品进行系统化、规范化的观察，并以此为依据来编写（从而言

说）其历史 。 。 博物馆志及其博物馆学奠基于那些隐喻、转喻、指代的关联之上，我

们可以用那些归了档的标本描绘出这些关联，它们让我们看到 ， 一切物品都可被看

作标本，而标本化又可成为生产任何有关物的有用知识的实质性必要条件 。

换句话说，这份档案本身并不是被动接收的仓库或数据库，而是一件批评工

具，一个有生命力的装置，用于校准、定级、说明连续性中的变体和变体与差异中的

连续性 。 博物馆档案的认识论技术曾是并依然是民族的社会与政治构造中不可或

缺的一环，也是其种族原生性、文化独特性以及相对于真实或想象的他者的社会、

技术或伦理上的进展（或衰退）的各种合法化范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

它部分地起到这种作用。神话的民族主义事业需要一种信仰：个体、画室、民

族、种族群体、阶级、人种、甚至性别的作品，将分享形式、礼仪、精神上 的具有示范

性的共同、一致、独特的属性 。 与此相关的是暂时同态性的范式，这种理论认为，艺

术史上的一个时期或时代，可用风格上具有可比性的相似、主题上的取向或重点 ，

生产的技术标识出来 。＠

只有当时间不仅是线性或循环的，而是渐进式地展开，构成个体、族群、民族或

人种的史诗或小说般的历险框架时，这一点才有意义 。 只有到那时，时期的观念才

是恰当的，可以在一些故事的等级式发展中充当高地或展台（它将不得不被等级

化 ，或成为编年史里的片段或篇章，这样才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 时期

将标志出事物的渐变一一如同勾画出事物之轮廓的那种物体（或精神）的渐变或

转化 。

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志塑造了客体一历史，作为人、智力、族群发展史的替代或

0 这方面的讨论见 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J门ca, Gnosis ,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CB!umington, 1988) . p. IO: H omiK. Bha bha , Th e Loca1io11 0JCu/111 re ( London. 1994): 

Benedict Ande 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1991 ) 。

＠ 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参见 D. Preziosi,''The Wickerwo rk o f Time , " Rethinking Art H istory, pp. 4f)一

44 ， 关于历史主义见此书笫 1 4 页 。 参见 M. Fouca ult. The Archaeology o.「 Knowledge ，尤其是第二

部分“The D臣cursive Regula ri ties" . pp. 21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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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像，它由叙事性的布展一—－历史小说或中篇故事一构成，它们展示、描绘着主

要品质文明或技能的层次，个体、入种、民族的社会、认知、伦理的发展或衰落 。 (j)

因此，艺术史的客体总是具有文献意义的客体—教程，可以被当作或表演为过

去与当前之因果关系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们由此得以辨明自身与他者之间的

某些可欲的（或不可欲的）关系 。 在这方面，艺术史话语很少讨论的，是欧洲自由艺

术的”进展”与现代早期欧洲的主要他者一（相比较而言更为多民族、多种族）伊

斯兰教世界 的相应”衰落”之间的沉默的对立 。 ＠

正是在这一前后关系中，我们可以认为，博物馆志和博物馆学事业在其全盛期

（直到今天），曾在政治、宗教、伦理、美学领域中起着非常强有力的、有效的现代（主

义）协调作用 。 在 20 世纪末看来，我们依然不可能不一眼看出一件人工制品和（暗

藏其中的 ）道德品质及其制造者（们 ） 的认知能力之间的因果相关的、本质性的关

联 。 这些理想主义、本质主义、种族主义、历史主义的假设，其历史渊源清晰地体现

在博物馆学和艺术史中，而它们往往依然是当代实践中的潜台词，是许多不同的、

对立的理论和方法论视野的基础 。

国家是族群的避难所 ：一个有限的 、有边界的人工制品 ． 在时间中留下了轨迹，

一个故事化的空间 。 博物馆学和艺术史是控制论工具、导航器，是一个视觉装备，

让每个乘客（他／她总是自己命运的＂船长”)都能既看见船后及船所来的方向（其独

特的雕一的过去），又操纵它、引导它走在由其历史所指示的航线上：是过去之灭

点返回来再投向未来完满的理想点的映像 。

它的实体是“艺术”，是那个非凡的手法（或反拜物教的物神）一~艺术史的艺

术，这项启蒙运动的发明，意在并注定成为真理的普遍语言（将从原始物神崇拜到

艺术的不同阶段和水平启示给人们） 。 它是一个普遍框架，一切人造物都可以在里

面安置、归类、固定到合适的地方，在民族的历史小说里运动起来 。

艺术史的艺术是现代性的拉丁语：一个普遍妗尼是宗教的尔后是科学的） 真理

0 最早的这类革命性历史著作中 ． 最杰出的是 仙orgi o Vasa ri. The Lives of the Most Eminelll Ttu./1011 

Anhitecl.<, Painters , and Sculptors from Cin.1abue to Our Tin.1es ( 1550 ) 这本书一直写到 Vasari 的

老师和假想读者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作品 。

® Timo thy Mitchell. Cu/011is i11g Egypt ( Ca iro 令 1988) 及 Zeynip Celik, Displaying the Orient: T加

Architecw.re of Islam at Nineteenth-Century World's F a irs (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 1992) ，及本文

以下几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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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介 。 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黄金标准、平均数、理想准则，与此相关，各种形式

的（人工）造物都是可预期的，与其理想的洪亮声调相比，每一次言谈都差强人意，

如同一切植物体都是对特定的理想的内在形式关系的实现。 (J)

这不音是一种卓尔不群的姿态，一个具有巨大破坏性的霸权主义行为，就此，

世界不仅变成了一张“图画＂，也变成了一个形象、站在欧洲的特定中心视角上，我

们便可看到其背后的那个东西，它伪装成世界的快照、档案、博物馆，又被当作事物

的自然的、“现代”的秩序输送到全世界，并被全世界所吸纳 。 这就把欧洲打造成了

地球身体的头脑、放置藏品的玻璃柜，收纳世上一切事物与族群的容器 ： 人们所能

想象的最彻底、最有效的帝国主义姿态 。 欧洲中心主义不仅是无所不在的种族中

心主义中之一员，还是从一切可能的中心之间遴选出来的 。＠

现代性、民族国家，是社会关系美学化的产物，是同时在空间和时间中存在的

虚构客体 。 这种转变究竟需要什么 ？ 如何运作？这一“空间”到底是什么 ？

下文是这一技术的草图或蓝本 。

三、时空中的艺术史

(1) 首先 ， 是一幅小小的卷首插图 。 ＠

1 900 年的巴黎博览会，其空间上的安排是，将以法国两个主要殖民地命名的阿

尔及利亚宫和突尼斯宫，安置在塞纳河右岸的特罗卡德罗宫和左岸的埃菲尔铁塔

之间 。 从北边的塔顶看向对岸的特罗卡德罗，你就会看到这些殖民地建筑被环抱

在特罗卡德罗“新伊斯兰“风格立面的两臂中 。 法国的北非殖民地 实际上是所

有的殖民地 似乎都在法兰西民族的给养和保护之臂中占了一席之地，而法兰

(j) Prez iosi 的 Brain of 1he Ea叫， 's Body 中有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将它与对伦敦约翰·索恩爵士博

物馆、牛津皮蒂河博物馆及芝加哥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埃及 、科普特、伊斯兰及希腊一罗马博物馆的考

察结合在一起 。

＠ 关于欧洲中 心主义的问题，见 Vassi l is 巨mbropoulos 的重要 著作， The Rise of Eurocelltrism: 

Auatomy of Interpretation ( Princeton , · 1 993) ． 该书讨论了欧洲历史上的希伯来人—希腊人这一对固

定对照，并将之与他自己的术语“美学事实“联系在一起 。

＠ 这幅图画来自 Zeynip Celik 的一篇精彩文章，” ． l slamic' Architecture in French Colonial Discourse", 

1996 年提交给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利维 · 德拉 · 维达会议． 1996 年 5 月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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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自身的身份，又似乎吸纳、支撑着这些族群＠及其展示在这些殖民大厦里的产品 。

反过来看，从南边的特罗卡德罗看向对岸的博览会场，其形态便呈现出明显的

不同 。 埃菲尔铁塔这个现代巴黎工程技术的巨型杰作统率着整个露天广场，四根

巨大的塔墩踏在众殖民地大厦之间，像一个庞然巨物（或一个卓尔不群的 巨人）， ＠

令这些大厦相形见细 。 这座铁塔似乎从这些建筑的顶端拔地而起，将一切都推

（回）到了一个恰当的透视比例 。 ＠

这幅非凡的图画 真正的双面镜一一是民族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相关物）的

想象逻辑、艺术史实践的修辞学木工活和博物馆学布展术的清晰、鲜活的象征 。 下

文将讨论这个问题 。

从欧洲中心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史是一门世界性的经验科学，它系统地发现、

分类、分析、阐释那些当时所谓的全人类现象的标本 。 这是一切族群的 ( “自 然 的＂）

手艺或“艺术”，人们将它们的样品关联在一起，安排在博物馆空间以及博物馆志那

更为广阔、渊博、全局化的时空里，是万国博览会的提炼与折射 。 这份巨大的档案

中的所有标本，都在一个想象的平等集会中充当代表或“代理”一一－即作为一种再

现，在这个想象的平等物的大聚会中，构成普遍的世界艺术史的丰富事物得以展现，

其中每一个成员都被分配给了一块小地盘和一个展示空间：一个平台或一架玻璃柜。

不过，如果你稍稍挪一下地方 比如，站在非欧洲（或者用最近的行话来说：

“非西方”)艺术的客体和历史中间，就很容易看出，这座真正的博物馆采取了某种

叙事结构、指向和观点 。 它所有的想象空间都导向欧洲当前的现代性，而后者构成

了制高点或观察点，形成了一个把其余一切展示给人看的玻璃柜 。 简单地说，欧洲

是一个博物馆空间，在这里，非欧洲标本变成了标本，也是在这里，他们 （经过改造 ）

的可见性被展示在世人面前 。

欧洲的美学原则，在一种改头换面的现代或新古典主义 （或“好设计的世界性

＠ 有关作为展览／被展览的个体， 参 见 T. Mitchell, Colonising Egypt (Cairo, 1 988) ． 及 Meg

Armstrong, ·•'A Jumble of Foreignness ': The Sublime Musayums of Nineteenth-centu ry Fai rs and 

Expositions ," Cultural Crit iques 23(Winter, 1992—1 993) , pp. 1 99一250。后一本书里还有对一次现

代突厥人展览的精彩讨论(pp.222—223) 。

＠ 有关这一问题，见 J. Derrida, "The Colossa凡载于其 The Truth of Pa;111ing 中 “Parergon ”一章第五

部分．Geoff Bennington and Ian McLeod t rans. (Chicago , 1987) , pp. 119- 147. 

＠ 参见 Timothy Brennan.''The Na tional Longing for Form, " T. Brennan. Salman Rushdie and the 

Th ird World (New York, 1989) , pp. 4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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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切的伪装下，构成了自我命名的、无标记的中心，或笛卡儿式的临界点，其周围

环绕着整座真正的博物馆志大厦，在它的两翼上，一切都可按照其特性被规划、被排

序、被组织起来 。 没有什么在它”之外＂ ： 所有不同的客体经过排序，都成了一个占据

中心位置的经典（欧洲的）准则或标准的原始、异国情调、迷人、娇媚的变体一一一个

无标记（似乎还是无阶级的、无性别的以及诸如此类）的点或场所，所有他者都可被想

象成渴望达到它的高度 。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这是一座真正的埃菲尔铁塔。

实际上，这份档案所提供的，是人工制品的系统收集或再收藏，如今，它们注定

要被解释（建构）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打造出描述、分类的精巧的世界语 ： 艺术

史的语汇 。 就连最根本的词义上的差别，都可被简化为某些人类共有的能力、某些

人类共有的本质或灵魂的特定的、具有时效的显现 。 换句话说，多种差别可被简化

为仅仅是不同的（但毕竟是相应的）“通向艺术形式的途径“（因纽特的、法国的、希

腊的、中国的等等）。每件作品都可被看作模拟，看作接近理想、准则、标准的企图 。

（由此便立即产生了“艺术批评＂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合法性，既遮蔽着交换价值的魔

幻现实主义，又为它提供例证 。 ） ＠

简而言之，对这一公约性、可互译性、霸权的完整事业来说，将艺术假设为一种

普遍人类现象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从“设计”的最广泛、最完整意义上来说，手艺

是－当然，在这方面，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另有话说 人性的关键特质之一 。 最

具技巧性的艺术品应该是开向入类灵魂的最宽敞的窗户，为理解制作者的精神世

界提供了最深刻的洞见，从而也最清晰地折射出了人性 。

因此，艺术史的艺术同时也是普遍主义的启蒙运动观念的工具，是塑造个体、

族群、社会之间的本质差异的手段 。 怎么会是这样呢？

再想一想，对于在 19 世纪作为一门系统的普遍性的人文科学的艺术史来说，要

＠ 比方说．这可在因纽特人的雕刻或土著人的树皮画中找到或发掘出来．因此也可以就这样作为一个

（素朴）类型的经典”样本而被兜售出去 。 售卖行为本身构成了一种对典型”的正典化、经典化，这种

＂典型”又会为当代的可售卖的＇＂典型”产品 某一（具体 ）类型的 “经典”“样本”一提供反馈信

息 。 与此相关，参见对原福格博物馆艺术史课程的组织方式的讨论，课程从一门必修课开始，讲的是

好设计实践是进行艺术史学习的前提，载 Preziosi, ··The Quest ion of An History“ （见前注中的相关

文献信息） 。 关于共济会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见 Prezios i , Brain of 1he Eartl八 Body 的前言 。

＠ 参见 Thomas Keenan , ''The Point is to (Ex)Change It, Reading Capital, Rheto rica lly," Apter and 

Pietz, eds., Fetishism as Cultural Discourse, pp. 152— 1 85: 及 Will iam Pietz, ·· Fetishism and 

Materialism, The Limits of Theory in Marx.''pp. 11 9一 1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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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发言权与合法性，关键在于建立一份具有无限伸缩性、潜在地与一切人类群体

的“物质（或｀视觉＇）文化”接壤（这已在实践中实现）的档案 。。 在这个巨大的、想象

的博物馆志的人工制品或大厦中（作为记忆术的每一个幻灯片或照片图书馆）一

所有博物馆都是它的片断或部分一客体一—每一个可能被关注的客体，都能找到

其相对于其他客体的、固定的、恰当的处所和地址 。 因此，每个条目都可在多重有

意义的联想（转喻的、隐喻的或指代的）中被定位成（并引用为）另一个或另一些物

体的注脚或索引 。 陈列在任何展览上的客体的套系（如幻灯片收藏的分类系统），

都由蓄意的虚构＠支撑，使之构成一个前后一致的“再现的“世界 ，成为其（个体的 、

民族的、人种的、性别的）作者的标志或替代 。

在艺术史起源之初，它实用的 、见效快的用途或功能，就是塑造出一个过去，人

们可以对它做有效的系统观察，用以对当前进行布展或政治上的改变。© 它与博物

馆志和博物馆学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涉及景观、布展术与戏剧化呈现，都涉及给

独特的、具有示范性的客体定位，由此，人们便可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有效方式，生动

地、实实在在地设想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它们与原先的生产与接受环境之间的关

系 。 这是很有用的，尤其对千打造特定模式的公民主体性和责任感大有益处 。 历

史因果律、证据、证物及证词的间题构成了这个社会与认识论技术的摇篮或网络的

修辞学大看台 。

毋需多说，是照片的发明让许多这类事情变得切实可行 实际上，在某种意义

上，艺术史就是摄影技术的产儿，而摄影技术也同样使得 19 世纪的一对规则相近的

挛生兄弟即人类学和人种学成为可能皇 正是摄影，使得职业艺术史家以及所有人

都能以一种有理有据的、系统化的方式历史地思考艺术-这就好像把温克尔曼、康

德、黑格尔放进高等学术的齿轮，带动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大学学科这部布展机器。

＠ 关于档案的问题 · 参见 M. Foucault . Th e Archaeolog y of Knowledge ，尤其是第 3 章 ， “The Sta tement 

and the Archive" , pp. 79—13 I ; J. Derrida , ·• 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 D山（力tics 25 : 

2 (Summer, 1995) , pp.9—63 . 

＠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 Eugenio Donato.''Flaubert and the Quest for Fiction." The Ser中t of Decade11re 

( New York, 1993 ) , p. 64 。 又见 Henry Sussman, "Death and the Critics, Eugenio Donato 's Script of 

Decadence, " D如ritics 25: 3 (Fall, 1995) , pp. 74一77 .

＠ 在 18 世纪晚期的博物馆建立者们的相关论著中，这一点已经被说得很清楚了，例如 Alexandre Lenoir 

在他的 M吱e des nwnummt s ( Paris. 1 806 ) 第 36 页中发现了巴黎各新博物馆所带有的政治与教育方

面的动机及正当性 ： 又见 F. Dagognet, Le Musee sans f切 ( Paris . 1993) , pp. 103一123 。

＠参见 Alain Schnapp, The Co11c1uest uf the Pu、t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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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它也同样让我们能够把艺术客体看作标志。摄影技术对未来的

艺术史理论和实践的决定性影响，就和 60 年后马可尼。发明无线电广播预示着语

言霸权观念的形成一样具有根本性——19 世纪 90 年代的语言学家很快就看到：它

为新的现代语言学关键概念体系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宏大的档案工程的一个清晰、初始的动机，就是要

收集物证，以使关于社会、文化、民族、人种、种族来源、身份与发展的历史小说的编

纂合法化 。 职业的艺术史家是一件重要的工具，他要编写那份档案、充当它的喉

舌要给它的潜在使用者 既有外行、也有职业人员 制造出 一条可以进人

它穿越它的安全的、光线充足的通道 。 博物馆学本身成了这个博物馆志、这座历

史记忆之屋的一门关键艺术，逐渐成了一件创建可存档事件的模范工具 。

再一次地疑问，这里描绘的是何种空间？

(2) 并非结论，而是提议：

博物馆的空间、艺术史的大厦，都是一个虚拟的三维空 间， 二者都赋予主—客

体关系某种特定的辨读模式 。 我们可以想象，这一社会的、认识论的空间正通过始

自 18 世纪下半叶的三重叠加而被历史地建构起来 。

其一，第一重叠加（可称作温克尔曼的维度或轴线）是客体与主体的叠加 ，在这

里，客体仿佛是透过另一个主体色欲的拜物教化的这面屏幕心为一个主体所见。

简而言之，客体被赋予了色欲的功能 。 （客体被扩展成升华了的色欲的客体 。 ）

其二，第二重叠加（可称作康德的维度或轴线）使色欲和伦理、或色欲化客体的

带有等级烙印的标记之间产生了关联：它们在伦理上的美学化 。 这种等级化构成

了自物神至美的艺术作品的光谱或连续统一体 。 由此，美学伴随着高级伦理学、拜

物教伴随着低级伦理学产生了。但作为伦理， 二者彼此呼应产 （在伦理上色欲化

0 马可尼 ( Marconi. 1 874一 1937 ) ，意大利发明家发明了无线电广播 。 译注

＠ 参见 Whitney Davis 的文章“Winckelmann Divided: Mourning the Death of Art Hi邓tory" (Joun“心f

Humuse工uality 27 , 1/ 2[ 1994] ,pp. 141—159) 中的有趣假设，他讨论了这种色欲合成的模式 。 如果

Davis 是对的，那么温克尔曼的方法显然来自古代欧洲的记忆术，尤其是圣维克多的千格所倡导的诵

祷活动，他把这种与文本整体的＂寓意性”交互作用定义为将文本转化为个体自身、转化到个体自 身之

内，参见 Carruthers , The Book of Memory, chapter 5 "Memory and the Ethics of Readin旷， pp. 156一

188 and Appendix A (pp. 26 1—266) 。

＠ 关于康德对拜物教的论述 ·参见 1. Kant, R心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 T. M Greene 

and H. H. Hudson trans. (New York. 19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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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欲望客体从文化和伦理的相对主义中被赎出 。 ）

其三 ，第三重叠加（可称作黑格尔的维度或轴线）带来了伦理上色欲化了客体

的历史化，用目的论的术语来说，是时间的等级化 。 这个博物馆志空间一—伦理上

色欲化了的客体在这里是可见的一—因而也是一个故事化的场所，在这里，客体变

成了历史小说（它的一个版本便是现代博物馆）里的主入公或代替他行动的人，这

些小说有个共同的基本主题：寻找身份、起源和命运 。 （伦理上高级的欲望客体打

上了目的论的标记，它们在特定时效里的真理，与处于时间前沿之外的［因此也总

是先前的］客体形成鲜明对照，这时间前沿就是欧洲的当下，就是看与说的位置，就

是那个玻璃柜子，里面装着重新收集起来的、已成残骸的世界的残余 。 ） ＠

这些叠加的结果，即现代性的时空经济、故事化空间以及无穷无尽的博物馆人

工制品 。 这些叠加的等价物，在多个方面得到了实现，它们把博物馆和艺术史包括

在内且留有余裕。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运转的关键部件，博物馆志致力于对伦理上

色欲化了的价值客体进行系统的历史化，使之成为社会集体事业的伙伴。＠

与此同时，被装了画框的、故事化了的人工制品或纪念物被赋予了某种礼仪，

在这里，客体将以一种规范的方式为人所见，我们可以将其看作象征、仿像、具体实

例，或者”描绘”（或“再现“)了（永远）处千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里的可欲的和不可

欲的社会关系（还可以说，这些国家的缺陷似乎并不在千其天性，而在于公民实现

民族潜力的相关能力） 。

此外，艺术品、纪念物、档案、历史就是那个场所，在那里，隐藏着的公民 现

代个体 的真理将要再度被发现、被解读 。 （当然，从来也没有一个终极的纪念

物。僅艺术史客体是主体的别处，在这里，人们想象，未曾说出的、或不可言说的真

理已然被写下，若然如此，博物馆志就是一门“科学”，既涉及国家观念的真理，又要

在个别客体和产品中发现其（国家、人种、种族、性别的）真理 。

不过这样一门科学并不仅仅作为一个职业领域而存在，也是作为这类现代学

0 －个十分重要的 I'J 世纪范本 ·是牛津的皮蒂河博物馆 ． 参见 Preziosi. Brain of the Ea门h .， Body.

chapter 2 。

＠ 人们可以问：处于艺术史的现代学院的学科之内的特定理论姿态，是否正对应于这一社会的、认识论

的事业中的不同侧重点？

＠ 在某种意义上，要设计一个记忆一不管是个体自身的还是一部机器的 有许多办法，在这种情况

下，它们是某种古老而充沛的欧洲传统的最新变形 ．参见 Carruthe rs, The Book of Memory, pp. 16— 
45, 1 56— 1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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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性（诸如方法）的通用协议而存在 。 也许，它存在的方式，使得人们无法在个体感

知的正常光谱上看到它 。 今天，我们可以认识它、恢复它 ： 通过审视它的一对较晚

近的李生子（各有其特定的规范） 历史与精神分析 的隐约痕迹和效验心或

通过一种对话语实践 艺术史一的批评性的历史志研究，在前二者的现代流

派出现之前，它就一直是它们的叠加．它依然以摇摆不定的、悖论式的权宜之计，为

二者的差别架起桥梁，尽管有时晦暗不明 。 它的摇摆不定就是那座桥梁 。

在那矛盾、悖论的客体中，这一叠加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自启蒙运动始，这个

客体就构成了艺术史的艺术，它在不可名状与有记录可循、灵修学与符号学之间永

无止境地摆荡。© 艺术史的艺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流转，这空间的维度即来自上

述三重叠加 。

因此，现代性是民族主义的悖论的现状 。 它作为一个虚拟的场所而存在，构成

了过去的残渣和遗迹与未来一片空洞之间的边界 。 它永远存在于两种虚构之间：

它在一个遥远的过去中之起源，它所完成的未来之命运 。 国家及其各部门—一这

个既是有机的也是人造的机体 的基本任务，便是将后一种完成的图像用作一

面朝向前者的后照镜，重建起其起源、身份和历史，使之成为那投射的已完成之命

运的反射源和真理。实际上，是一座镜厅 。

你可以这样描述：

你正站在一个小房间的 中央， 天花板是镜子做成的，地面也是镜子 。 当你

站 在这样一个地方 ， 看着你自己的形象被无穷无尽地反映出来，在许多次重复

之后，你总能看到自己的形象沿着某个方向、顺着一条弧度逐渐加大的曲线向

后退却一一－上或下，去往这一边或那一边 。 不一会儿 ， 你注意到 ， 那些映像并

非无穷无尽，它们消失在房间 的某个结构线或你 自己的 形象之后 。 你也能看

到灭点真正消失的那一点 ： 你被自 己 的形象或其边框所遮蔽 。 当然 ， 乍一看 ，

你的确仿佛要永远走下去 ， 你的局限性没有人能看见。

CD 关于这一点，参见 Miche l de Ceneau, "Psychoanalysi s and its History," Heterolog比s (Minneapoli s . 

1986), pp. 3— 16 。

＠ 关于学科的客体作为不可化约之矛盾性的符号学身份，参见 Preziosi, "Brain of the Earth 's Body," 

Dura , ed., The Rheloric of lhe Frame (Cambridge, 1996) , pp. 96一 1 10; "Collecting/ Museum , " 

Nelson and Schiff . eel 、. ． Critiw l Tenns f ur Ari I-/istory (Chicago . 1996 ) . pp. 28 1—2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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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你可以这样表述：

我在语言中辨认出我 ． 但惟当我像一个物体在语言中消失时 。 在我历史

中所实现的并不是我曾所是的历史过去时 ， 因为它不再是或甚至不是一直为

我所是的现在完成时，而是先于我将一直所是的未来 ，因 为我是何者总是处在

生成变动的过程中。 CD

理解艺术史的过去，是处理其当前问题、建设性地想象其未来 如果有的

话一的必要条件，很多事情将会变得明朗起来 。 但要真正获得效果，至少必须放

弃一些给我们舒服日子过的学院习惯，也就是把艺术史的艺术看作一条阳关大

道一作为一种单纯的艺术的观念史，或思考过艺术及其“生命”、“历史”的人物的

谱系，又或观念史的革命性历险中的一个篇章一看作阐释客体及其历史和制造

者的日臻完善的协议：从马克思主义到女性主义、从形式主义和历史主义到符号学

和解构主义，所有那些“理论和方法”；从美的艺术到世界艺术再到视觉文化，所有

那些学科对象领域，事后来看，它们都像是从同一块布料上裁下来的 。

在整整两个世纪的历史中，艺术史一直是一项复杂的且内在并不稳定的事业，

从一开始，它就被深深地卷入了塑造和维持现代性的工作，这种现代性将欧洲和一

种植根于色欲化的客体关系中的伦理上优越的美学联系在了一起 ， 由此舒缓了文

化相对主义的焦虑：在文化相对主义的领域中，与异域文化的遭遇日见频繁的欧洲

（以及基督教），只是其中的现实之一。＠

至此可以说，艺术史从来都是一个我称之为博物馆志的更广阔的一系列实践

的一部分，把艺术史及其历史从赋予其活力与实质的环境和动机中孤立出来，只会

使它的学科性本身永远冥顽不化。实际上要记住，那个具有无伤大雅的“艺术史”

之名的于年学科以其反讽的方式做了什么，同时，这也许要求人们忘记艺术史 ： 从

其他方面来思考它，以便更加完整地回忆它 。

O Jacque、 Lacan. Ecr i/.s , p. 86. 

＠ 关于相对主义与相对论的问题，参见 Preziosi, Brain of th e Earth ·s Body , chapter I 。 该章对约翰 ·

索恩爵士博物馆(1837 年索恩去世时该馆还保持原貌）进行了评论．认为它是首个在艺术史中完全

实现了相对论的范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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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J克拉克著 常宁生 关 译

f , ~ 

T.J．克拉克 1943 年出生在英国布里斯托，

1 973 年从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荻得艺

术史博士学位 。 1966一1974 分别在埃塞克斯

大学和坎伯韦尔艺术学院任讲师， 1976 年任利

兹大学教授和艺术史系主任， 1980 年加盟哈佛

大学， 1982 年公开批评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艺

术理论，提出了有别于风格和图像学传统的新方向 。 1988 年加盟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并任现代艺术讲座教授直至退休。 著有 《人民的形象：库尔贝与

1848 年革命》(1982) 、 《 绝对的中产阶级： 1848—1851 年间法国艺术家与政治 》

(1982) 、 《 现代生活的绘画：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 (1984) 等 。

克拉克认力，专事于形式和风格分析的艺术史并不能解决复杂的艺术现

象，所以艺术社会史是一种独特的艺木史研究的思路 。 但是，克拉克又反对那

些简单化的社会历史背景推证的方法，而是主张一种新艺术社会史 。 这种艺

术社会史的特征是，关注艺术形式与现存的视觉表征体系、现行艺术理论与其

他意识形态、社会的不同阶层 、阶级与更普遍的历史结构和过程之间的种种必

然联系 。 他反对那种认为艺术家会受到时代背景同样的影响的观点，而是更

加强调艺术家对社会背景的独特反应 。 由于艺术具有独立性，艺术家便与审

美传统以及艺术界审美意识之间 形成复杂关系 。 前者保证艺术的存在，后者

则有可能造就伟大艺术品的诞生 。 克拉克的艺术社会史强调一种系统的方法

• 常宁生，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

306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论艺术的社会史

论，把个别的艺木家和艺术品置于一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从而揭示隐含在

其中的某些规律 。 在克拉克看来，艺术史是与其他历史相互纠缠的，只 靠 艺术

史和艺术观点是远远不够的 ， 社会史的建构可以真实还原艺术家和艺术品的

真实面目 。

换句话说 ， 艺术就是艺术家在自己身上、在其妻儿 、 在其思想及作品 中对

真理之美和完善的追求一也就是从事艺木的劳动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

一个注定要给自然循环带来辉煌结局的步骤 。 审美和美学以外的范畴、道德

等等 ，这些都是支撑经济大厦的根基。（波德莱尔 1848 年摘录的普鲁东 Q) : 《 经

济矛盾体系即贫困哲学 》[ 1 846]一书 ） ＠

在我们这个达到如此程度文明的社会里 ， 我有必要过野蛮人一样的生活 ；

我甚至是必须使自己不受政府的管束。我同情的是人民 ， 我得跟他们直接对

话 ，从他们那儿获得我的技巧 ，而他们得给我提供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

开始了伟大的 、 独立的 、放荡不羁的流浪汉式的生活。（库尔贝， 1850 年致弗朗

西斯·韦伊的信） ＠

赞美对形象崇拜是我难以自抑的、唯 一的、天赋的秉性。

对无拘无束的或称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赞美 、 沉涌于错综复杂的情感 ，

热衷于用音乐来发泄这些情感 ， 想想李斯特吧 。 （ 波德莱尔： 《 我赞同裸体

画 》 ） ＠

库尔贝先生是绘画界的普鲁东 ，这位“普鲁东 “先生画的是民主的 、 社会性

的画。他为之所付出的代价只有上帝才知道。（艺术评论家 L ． 埃诺尔在《 巴黎

专栏 》 中回顾 1 851 年少龙展）＠

他手里拿着画笔 ， 人并不坏 ，但他却从来不会（甚至在纸上也没能做到）把

自己打扮打扮 ， 为了他的衣冠不整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波德莱尔论普鲁

CD 普昔东 ( Pierre-J oseph P roudhon, 1 809— 1 865) ，法国经济学家 。 译注

@ Baudelai re (6),2 18. bis. cf. Proudhon (2), II , 375 . 

CD P. Counhion , G,urbel racome par Lui-·,成me et parses a mis (Geneve, 1948), vol 11. p. 78 

© C. Baudelaire Le Dantec and Pichois , eds., Oeuvres comf,Letes (Paris . 196 1) . p. 1295. 

® 1 85 1 年沙龙展 · 巴黎长期举办的展览， 1851 年 2 月 1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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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1866 年 1 月 2 日致圣伯夫的信 ） CD

上述几段话把我们带回到了一个陌生的时代，即一个艺术和政治无法相互回

避的时代 。 1 9 世纪中叶的法国，政府、公众和批评家们普遍认为，艺术含有某种政

治意义和政治倾向。在这种观点的作用下，绘画或是受到鼓励，或是被抑制，也有

入怕它或恨它 。

当时的艺术家对这种情况是十分清楚的 。 他们有的积极利用，甚至主动参与

时局，如库尔贝和杜米埃，。也有的则以“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作指导，想以此逃避

现实，如戈蒂耶础等人 。 在当时艺术日趋政治化的现实中，那只是个美梦 。 也有的

画家（如米勒©等）则以一丝苦笑来接受当时的现实 。 他在 1853 年的一封信中曾猜

度着政府是否会认为那些袜子过千“土里土气”，以至俗不可耐（画中有几个农民的

女儿，其中一个在补袜子） 。 ＠

我的《人民的形象 ：库尔贝与 1848 年革命 》 ，所要讨论的正是法国艺术史上的这

一特殊阶段，想搞清楚促使当时艺术和政治互相关联的种种复杂因素，并试图解释

上述五段陌生说法所提到的种种观念变革 。 譬如把艺术家称为劳动者，把绘画描

述为“民主的、社会性的＂，贬斥无政府主义者的＂衣冠不整”等，这类说法 ｀ 至少听起

来不那么顺耳 。 首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 为什么波德莱尔起初追随普

鲁东，三年后又认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只不过是幼稚的空想，并认为＂迄今为

止艺术跟道德观及其实用性是不可分割的”呢？＠ 为什么库尔贝认为对人民大众来

说，艺术总意味着某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呢？ 为什么《奥尔南的葬礼》这幅画使

得埃诺尔 (M. Enault )如此大动肝火呢？总之，这个时期还需要有人进一步的解释，

甚至为之辩护 。

我倒不是怕那些词是要过时了（或是因为它们又带着某种新的概念而重新时

兴起来了），而是为了说明当时那些争论怎么竟会有如此的必然性，以及它们如绘

CD C. Baudelaire . Corre.\ /)unda nee g{merale, Crepet and Pichois . ed. (Pa ri s , 1948 ) . p. 20 I. 

＠ 杜米埃( Hono re Daumier, 1 808-1879) ，法国画家 。 译注

＠ 戈蒂耶(Pierre J ule:- Th的phil e Gautier, 18 11 —1872 ) ，法国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 。 一一译注

＠ 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 I 814— 1 875) ，法国画家 。 译注

® Etienne Moreau-Nelaron . Millet raconte par lui-m如e . 109 . to Sensie r, ea rl y 1853. 

® "Pierre Dupont . " C. Baudelai re . Le Dan tee and Pichois . eds.. Oeuvres Comp lete.,. pp. 60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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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所展开的那个奇异的天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力星。 而力量这个词，在我们今天

谈论艺术时，再没有比它更可笑、更不合适的了 。 因此，本书欲重温当时的现状， 即

艺术曾一度作为人们争论的对象，在当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一提到写艺术的社会史，作者常常会先说明他避免了这样那样的方法而采用

了一整套系统的写法 。 正如木匠在动工之前要摆出他的那套工具，或者说哲学家

先得提出种种前提等 。 那么我呢，就先从几个被视为禁忌的方面说起 。 至千对艺

术作品如何反映人的思想意识、社会关系或历史之类的问题，我并不感兴趣 。 同

样，我也不想把历史作为艺术作品的＂背景”而大做文章，或把历史当作某种在艺术

作品中及其创作过程中基本上不包括但又让人感到它的存在的东西 。 （历史这一

因素的介入，似乎往往是通过人们的“常识”而感觉到的 ， 这有一项特殊的史料可参

考 。）我还要排斥把作为社会成员中一员的艺术家想当然地归结于艺术界圈子里一

员的做法 。 因为这样的话，历史将成了某种一成不变的中间渠道而沟通与这位艺

术家的联系的了 。 譬如，艺术家只与艺术界内存在的思潮和价值观念相呼应 （这在

我们的时代，对最有成就的艺术家来说，意味着先锋派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而这种

思潮和观念又反过来受总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而不断改变，而整个

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又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 又譬如，库尔贝受现实主义

的影响，现实主义则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而实证主义又是资本主义唯物论的产

物 。 只要愿意你还可以尽情地在这些名词上加上更多的细节，但是真正起关键作

用的是那些动词 。

最后，我并不想在艺术社会史中采用那种根据绘画形式和思想内容来直觉类

推的方法。譬如，把库尔贝《奥尔南的葬礼》中缺乏构图上的焦点 ，说成是画家平均

主义思想的表露，或把马奈的《巴黎世界博览会 ( 1 867) 景观 》那凌乱的构图，当作工

业社会给人精神上造成紊乱而产生的视觉反映 。

当然，把形式和内容相类推的方法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因为首先用于形式分析

的语言本身就都是类比和推论 。 不要说形式的”组织“，就是＂构图”这个词本身就

含有形式和内容方面的概念并表示其中还有某些相互关系 说得更明白些，只

是它从来没有把其中的关系理清而已 。 所以，对艺术社会史来说，进行具体的、公

开的类比实际上表现了它是有力的 。 上面提到的做法无论多么不完善，它们总还

代表了绘画形式分析语言方面的某种进步，因为这样，原有的分析方法中的偏见会

更明显 。 用晦涩的推论来献媚，还不如用粗俗的语句来说明问题 。 因为后者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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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俗却能让人直接指出其错误之处 。 在任何演讲中类比和推论总是既有利又有

弊，既有利千说明问题 ．却又不那么十分可靠，它们可展示研究的范围，同时又可能

歪曲了对象 。 所以只能当作一种假设 ， 必须由其他证据来检验。艺术史研究是这

样，其他学科也是如此 。 面对着库尔贝 《奥尔南的葬礼 》中那些奇怪而又具有威慑

力最的整个结构而做不出任何解释的话，我们岂不是太谨小慎微了吗？而我所想

的是怎样把这种解释跟别的历史因素联系起来或对立起来进行 。

问题是：除了令人恓意的画面结构可做研究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面可研究

呢？我们必须要立刻退回到艺术社会史那有明显局限性的经验概念吗？我们必须

要把注意力放在艺术生产和接受的直接条件（赞助人、销售、批评、公众意见）上吗？

这些显然也是重要的研究领域，是通向这一课题的具体步骤 ， 也是我们通常研究的

起点 。 但简单地说，对艺术创作中任何一个单项因素的研究很快会把我们带回到

本来希望回避的老问题上去 。 对 19 世纪艺术赞助人和作品销售的研究在不了解资

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是无法进行的 。 （你是否承认这些基础理论

是另外一回事？）请你设想 ： 如果对 19 世纪巴黎艺术批评的作用和方式毫无了解，不

了解批评家们本身的社会处境和信念，以及他们对沙龙展的广大观众既瞧不起又

想讨好的暧味关系，你又怎么来研究当时对库尔贝的种种批评和指责呢？也许我

应该说请你记住，而不是让你设想 。 那些根据偶然事物生拼硬凑的文章，那些“荒

谬”和“乏味＂，是经不起疑问的论证，对艺术史家来说实在读得够多了。

我并不想蔑视艺术批评家们和他们的文章 。 我的意思正好相反。有关库尔贝

在 1851 年沙龙展的文章，发表过高见的作者多达 45 位。这一大堆文字本身对我们

说来也是至关重要的实证 。 它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对话体系，即艺术家与批评家、批

评家之间以及批评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体系 。 （有时这些对话难免要带上些公众

的意识，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意识的存在只是很微薄的 。 在画家和批评家们

正经而虚伪的争论中，他们对排除公众意识这点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可惜他们并

没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在这种奇怪的对话体系中，整个说教的论调如出一辙，这种

构造使得画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含糊的色彩，使之若隐若现 。 在我们

看来，观众与公众是不同的概念 。 对观众我们可做实际的观察。 而且应该观察。

我们对观众、对巴黎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的消费习惯以及参观画展的人数等情况

了解得越多，就越容易看清被批评家们和画家们想当然地描绘出来的整个歪曲 的

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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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千对公众，我们可以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进行一番推论 。 无意识就是其

意识的表现，是其过失遮蔽．是一般话语的沉默和休止 。 同样，公众也只是个体的

集中表现。在此处，公众意识也是通过批评家个体的言论来体现的 。 像精神病医

生对待他病人的诉说一样，我们如想诊断出这一大堆艺术评论的症结所在，那么有

趣的问题正在于那些从理智上讲不通的和批评家们无法自圆其说的关键点。在他

们的言论中，我们注意到了以下现象：观点上固执己见，不断地重复和突如其来的

狂怒一一而这些让人无法理解的评论正是理解它的关键所在 。 而这只有在无意识

的清况下，公众不以为自己是公众时才会真正出现，但它却决定着个体言论的结

构 。 要解释他们避而不谈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 。 CD

我认为，这些就是看待这个时期的艺术赞助人和艺术批评唯一正确的态度 。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前面我曾拒绝的理论上一艺术家与整个历史环境之间的复杂

关系 ，尤其是与他所能接触到的表现艺术传统之间的关系 。 艺术家可以不相信反

映论、历史背景的作用，或是艺术形式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必然关系的学说等等，但

他却无法逃避这些因素所揭示的种种问题 。

我要阐释的是艺术形式与现存的视觉表征体系、现行的艺术理论与其他意识

形态、社会的不同阶层、阶级与更普遍的历史结构和过程之间的种种必然联系 。 那

些被我否认的理论有一种看法，即认为所有的艺术家大体上是以同样的方式体验

其环境，并对其环境做出应答和赋予形式 。 作为假设，这倒省事，可惜这种假设显

然是错误的 。 如果艺术的社会史还有其特殊的研究领域的话，那就是各种转变过

程和关系，大部分的艺术史都把这点当作理所当然的事 。 我想找出在“反映“机械

的形象背后到底有哪些具体的交易．搞清楚所谓“背景”是怎么变成“前台”的，而不

是形式与内容方面的类比，我要找一找两者之间那些复杂的，然而真正的关系网

络 。 其间的调和因素本身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产生和转变的 ，对每位画家和每件

作品来说，它们又都具有历史的特殊性 。

我所批判的那些方法其缺陷在于：它们把历史描绘成艺术创作活动中根本不

存在的东西，把它描绘成某种次要因素，或某种倾向、背景，而当画家站在画布前时

＠ 这种无意识的观念是当下由 J．拉康所坚持主张的最具有说服力观念 （它只是关于一种争议的最具有

说服力的、图表式的陈述，并贯穿千整个拉康的著作中 ） 。 参见 J acques Lacan, Ecritc.,( Paris, 1966). 

p. 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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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雕塑家叫模特儿站好时 ． 它实际上又从来不介入那么一种东西 。 这里有个真理

和谬误相混淆的矛盾 。 重要的事实是画家的社会经历和他的艺术表现形式之间是

有一定距离的 。 与其他的历史事件和过程相比，艺术是独立自主的，尽管这种自主

性的背景有所不同 。 确实，各种经历都会通过思想、语言 、线条、色彩，通过不由我

们自由选择的结构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带有意义 。 对画家来说这些结构形式

具有特殊的审美意义—一正如库尔贝在 1855 年的宣言中所指出的，艺术传统就是

个性表现的直接产物 。 “我认为理解是为了执行 。 ”(Savoir pous pouvoir telle fut,na 

pe凇ee ． 沁然而，艺术家的以下两种接触是有所不同的，一种是艺术家与审美传统之

间的接触，另一种是艺术家与艺术界及其审美意识之间的接触。 没有第一层接触

就没有艺术，但如第二层接触微弱或是有意绕开，往往会产生甚至最伟大的艺术 3

这点待我们讨论先锋派艺术时再谈 。

关键在于：是艺术家自己去接触历史和具体的决定因素 。 不论愿意与否 · 艺术

社会史所要研究的是画家不可避免所接触的历史结构的一般特征，同时也要寻找

一个这样接触的具体状况 。 如在某一特定情况下，一种经历的具体内容怎么转变

成形式，某一事件如何变成为图像，烦恼怎样成为其表征，失望如何变成愤怒等等，

这些就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些给我们留下了艺术有时具有历史价值的观

点。一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本身是诸多历史运动、事件或结构中的一个－—-它既是

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又是作用于历史的事件 。 某个事件只有在特定的前后关系和

组织结构中才能明确起来；反过来它又能改变甚至破坏这些组织结构。一件艺术

品可以以它的创作意图（或者说能被一般所接受的主题思想、形象、价值）作为它的

题材或根本要素 。 但其创作意图又作用于根本要素，赋予它新的形式 ，在一定的情

况下，新的形式又包含着对原创作意图进行否定的基因 。 我们会看到 "1 851 年沙龙

展就曾发生过类似情况 。

我一直在论证一种调解的历史，说明这些调解的变化和模糊状态 。 这在实践

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如我把它限制在艺术史上某些常见的问题上的话，它就清

楚了 。 比如，画家与艺术界及其共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通常的情况下 、 这

是指画家是否从属于某个画派的成员的问题，尤其是否属于先锋派 。 显然我们想

了解先锋派是怎样形成的，还想了解它的目的 。 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明确意

CD P. l'ourthion . （、ourbe/ rU C(JII/6 /,ur lu 广memt' el p矿、吓吵／is . vol I I.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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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这类问题本身是不固定的、虚幻的 。 仅仅依据入员、成员的吸收及时尚来写先

锋派历史是大错特错的做法 。 全然不顾最基本的东西一一－先锋派的概念本身是高

度意识化的，其目 的是试图在巴黎艺术界造成一种昙花一现的假象 。 根本的问题

在于整个团体的存在，而不在其内部的内让和纠纷 。

对巴黎的整个艺术界观察越细致，那么众多的流派团体和教条就越发显得是

故弄玄虚 。 真正重要的是 ：从一种观点突然转向另一种观点，从一种风格到另一种

风格·一种姿态到另一种面目可以出尔反尔，并且会那么容易 。 在这一点上巴尔扎

克就是伟大的阐释者 。 （与他真实、艰难而坎坰的一生相比）没有人像他那样为了

生活而用原则和忠诚做交易，反复无常 。 再就要提到戈蒂耶这位杰出的高蹈派诗

人了 。 他随机应变，随波逐流，到时会写诗去赞颂使诗人横遭灭顶之灾的拉塞奈尔

那只僵化的手（马克西姆把它存放在一只罐子里） ，到时他又会草草地给萨巴蒂耶

太太写上一连串淫秽的清书产 就是这位萨巴蒂耶太太 (19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文

化沙龙皇后） ． 一会儿是福楼拜笔下的人物 · 一会儿又成了戈蒂耶、克莱辛格、波德

莱尔、梅索尼埃©等诗人所描绘的对象 。 © 像小说家杜朗蒂这样的一般人物，可随随

便便地把激进的现实主义和理想的波德莱尔的自传凑在一起。＠ 波德莱尔本人与

他的对头，信天主教的批评家维伊奥 (Veu仆 lot) 言归于好等等。＠ 这样的例子不胜

枚举 。

在这个世界里，此时大家争当先锋派 ， 实质上是一种先声夺人的手段，一种习

惯的起手形式 先长驱直入，在一片未开垦的灌木丛中闯荡一番，然后再回到原

来的世界中来重新享有那些特权和既得利益 。 这是一个走向没落的流派，一种不

知羞耻地往上爬的行为 。 在库尔贝的朋友和吹捧者尚弗勒里©身上我们可以找到

这种行为的典型性 。

(j) 参见 G11 uti e r ( 2 ) , pp. 13- 14: and (_;auti e r <3) 。

＠ 梅索尼埃 (Ernest Meis、onier, 1815 1891) ，法国历史画家和雕塑家 。 一一译注

＠ 她是福楼拜著作《情感教育 》(2) 中的罗莎乃特的来源之一 ·她也是戈蒂耶的诗歌“粉红色的连衣裙”和

“阿波罗尼埃＂中的阿波罗尼埃，她还是 1847 年沙龙展中克莱桑热的雕塑《女人被蛇咬伤 》的模特 。 波

德莱尔给她写了一首回环诗，包括“一个艳丽的女人 “.C. Baudelaire , Le Dantec and Pichois . ed 、.．

Oeuvres Com/儿也es , pp. 1 40—14 1 。

＠ 参见 Crouzet, pp. 128一1 32 。

＠ 参见 Picho is . pp. 163- 1 86 。

＠ 尚弗勒里 (Ju l es F rancoi 、 Feli x Fleury- Husson, 1 820一 1889 ) ，法国艺术批评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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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真正的先锋派们的历史是由那些不参与和貌视时髦风潮的画家们所

写的。是一部秘密的、被孤立的、压根就没牵涉到所谓的先锋派运动之中，甚至根

本不处千巴黎地区的野史 。 这部野史的主人公是兰波 心当然其中还有许多 19 世

纪的主要人物如司汤达卢席里柯心洛特雷阿蒙、＠梵高和塞尚等 。 我想用这一观

点来解释 19 世纪法国的四位最伟大艺术家即米勒、杜米埃、库尔贝和波德莱尔是十

分贴切的 。 米勒穷得要死，对霍乱和革命同样地害怕，终于在 1849 年离开巴黎来到

了巴比松 。 杜米埃过得非常清静，几乎是悄悄地在安戎堤岸码头生活着 。 他是玻

璃工的儿子，娶了另一个玻璃工的女儿为妻 。 库尔贝则到奥尔南去隐居生活了。

在那儿他完成了 1849 年到 1850 年间的主要作品 。 波德莱尔 1848 年 12 月给他做

军人的继父写信时说“要与｀高雅的＇社会永久地分离，要追求我自己的趣味和原

则”产 在六月风暴中，他却又与造反派在一起反对政府 。 他们每个人都与先锋派

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联系；每人在一定时期都是先锋派的一员，或有感情上的共

鸣 。 但每次这种关系又都是动摇的、模棱两可的 。 这与其说是一种“假象“，倒不如

说是一个问题 。 要解释这个问题，用点入头计数的方法是不行的 。 说他们有某些

共同思想，参观过多少次沙龙展也无济千事 。 不过愿意的话数数也无妨。同时，可

别忘了这批人远离巴黎和同仁俱乐部的距离 。 对这段距离的实际情况我们要作分

析研究：抛弃和逃避时的理由以及与艺术界及其价值观之间仍然保持着的藕断丝

连的关系 。 我们还要分清先锋派与放荡不羁之间的区别 ： 首先在六月风暴中，他们

不在同一个战壕里 。 波希米亚派（放荡不羁派）与造反派在一起，而先锋派当然是

站在秩序力量那一边 。 ＠ 我们得把波希米亚派的真实形象从先锋派离奇的编造中

挖掘出来，从米尔热＠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中解救出来 。 这些才是与现在有关的

特征 。

这样我们又回到画家与公众的老问题上了 。 我想把画家们模棱两可的态度放

CD 兰波 (J 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 , 1 854—1891) ，法国诗人。一一译注

＠ 司汤达 ( Marie- Henri Beyle, 1 783—1 842) ，法国小说家 。 译注

＠ 席里柯(J ean-Louis Andre Th的dore G的ca ult, 1791 —1 824 ) ，法国画家 。 一—译注

＠ 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eamont, 1 846一 1 870) ，法国诗人 。 译注

® C. Baudelaire , Correspondance g句1erale, vo l I , pp. 1 ll8一 1 09.

＠关于知识分子的角色作用，以及在六月风暴中第 11 区特定的国家公园 ，参见 Gossez(2), p. 441 ； 论六

月风暴中的波西米亚派("On l:lohemia in.I une" ) , pp. 45 ·1 —452 。

＠ 米尔热 (Henri M urger, 1822一 1 86 1 ) ，法国小说家。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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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关系上来考虑，即“不要把公众当成某种可以明确区分的东西＂，然后要求

艺术家予以注意，给予满足或是拒绝满足他们 。 而应把公众当成作品本身具有和

创作过程中巳包含的一种可以预见的东西或是幻想 。 这是画家本人膀造出来

的一尽管有时不能全凭一人的膀造，或者尽管构筑的结果不那么理想 。 当然，有

时公众的出现是直接的，如圣母像前的捐助人或是肖像中的被画者 。 在最成功的

肖像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题材本身的被画者与作为公众身份的被画者之间

有一种紧张状态 。 在拉斐尔的《利奥十世肖像 》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画家对教

皇那种单刀直入的洞察力，同时 ，画家对被画者为摆好姿势而做的努力也做了细致

入微的刻画 。 这类默契或不协调的清况是随时存在的，即使画家不愿如实地画出来 。

任何艺术都不会是封闭的或不受外来影响。马拉美。把他的诗集题为献给某

个叫“Des Esseintes”的人。这是一部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但对他的描绘之详尽，似

乎真有其人，所以极难刻画其面目 。 对马拉美来说这只是一种自嘲，他 自己也知道

不能很好地满足观众。所以诗的题目也只是《为 Des Esseintes 写的散文 》。

对艺术家来说，创作中他会对公众做一系列事情，诸如虚构、对抗、满足、貌视

等。想了解 19 世纪中期艺术的力量及后来阶段的穷途末路状况，我们应做更深入

的研究 。 当上述对待公众的态度成为自控的主要因素时（一方面要使资产阶级感

到惊异，另一方面是专为市场生产），当公众成为某种极为稳固的实际存在或某种

极为抽象的概念时，艺术上的彻底病变就开始了 。

上述因素都是研究库尔贝的关键 。 因为公众在其艺术中很重要，描绘得极其

丰富却又不很明确的。主题和观众是库尔贝艺术的主要动机 。 我要说的是 30 多岁

时(1848 年至 1856 年间）的情况，这是他绘画的黄金时代 。 1856 年以后，他创作的

衰退与他作品中观众因素的消失是很有关系的 。 但为何在短期内会出现这样的变

化呢？这正是本书所讨论的主要问题 。

最终 ，存在着某个人们所熟悉的艺术史老问题。 对绘画传统，他究竟利用了多

少 。 他用的是什么形式，什么手段来进行观察和描绘。这些往往被认为是唯一的

问题， 当然也是很关键的问题。但当论及艺术的社会史时，就不得不以另一种观点

来看待它。要考虑的是什么因素允许画家做这样的处理，又是什么因素妨碍他这

样或那样做 。 要研究视觉，也要研究失明 。 不真实，带有偏见的描绘其后果是悲抢

0 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 1842—1898 ) ， 法国诗人．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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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会在观众眼里形成了固定的意识 。

美国作家亨利 · 詹姆斯。在小说《金碗 》中是这样表达的——夏洛特仅仅表述

了在主人公店主那儿工作的快乐一—王子会对他自己并没有注视到他做出回应；

准确地说，就像在一般社交关系中 ，夏洛特曾在不同的日子里不止一次注意到他的

有利条件，她自己意识到，在某种社会平面下，他是如何从未看见……他总是贯穿

较为受到许可的类型 他们的卑鄙之夜或无论什么名称一种为他制作的所有他

的猫灰色。＠

无论詹姆斯是赞成或者享有，那种盲区都与这一点无关，正如所描述的那样，

他只是代表了 19 世纪的一种疾病。当这种盲区被一些极端环境所打破时，结果是

悲伤的 。 听听托克维尔＄是怎么说的， 1 848 年 5 月 15 日 一些帮派突袭了国民议会。

这时他突然看到了主要的革命者路易—奥古斯特 · 布朗基 ： ＠

当 时， 我看到正好轮到 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出现在讲坛上 ， 我只 在那天见过

他。但我对他的记忆则始终在我的脑海中 ． 令人厌恶和恐惧 。 他的脸颊苍白

而枯稿 ，他的嘴唇干燥无色 ， 显出一副病态。他 的脸色灰白肮脏 ，显 露出 一 副

邪恶挣狩的面 目，就像是一具腐朽的 于 尸 ； 他身上穿 的 那 件破 旧 的黑色礼服大

衣拖得又 细又长，一 点看不 到 里面 的内 衣，让人觉得他四肢骨瘦如柴就像 是 生

活在下水道里 ， 刚刚从那里出来似的。有人告诉我说这人就是奥古 斯特 · 布

明基。＠

尽管我们只需要把托克维尔的描述与大卫 · 德安热织在此前八年所作）的

绘画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对布朗基的这一描绘不仅不够真实，而且我们还面

临着一种显然相信这段话是真实描述的个人偏见：在我们的眼前描述变成了一

种个人的思想观念意识（顺便说一下，以这种方式布朗基只是一种偶然测试案

0 詹姆斯(Henry Jam es , 1 843—1 9 1 6) ， 美国小说家。 译注

(Zl J ames ( 2) , p. 99. 

＠ 托克维尔 (Al e xis de Tocqueville , 1 805— 1 859 ) ， 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 一一译注

＠ 布朗基 ( Louis-August e Blanqui. 1 805- 1 88 1 ) ， 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 。 译注

@ T ocqueville . p. 135. 

© 德安热 ( David d'A ngers , 1788一 1 856) ． 法国雕塑家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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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当时波德莱尔从 1850 的记忆中概述他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甚至认同 。

他转向撒旦似的、感到极度痛苦的一种政治的妖蛾[Melmoth] ，这并不使人感到

惊奇） 。

所以，绘画传统和手段也存在很严重的偏见。为了看清某些事物，我们应该相

信哪些方面，什么因素促使一位画家有效地运用某种手段或前人创造的某种绘画

形式语言？在这点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或自动的模式 。 1848 年以后在某个艺术圈子

里开始流行崇拜 17 世纪勒南兄弟。艺术成就的风气 。 于是，有不少批评家赞扬他

们，也有的画家试图模仿他们 。 但这是你的勒南，还是我的勒南？库尔贝的，还是

尚弗勒里的？其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 我们能看出，尚弗勒里半开玩笑似地把它们

当作弱点的技法，库尔贝却不以为然地吸收运用了。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里面的

差别，而要真正了解，光靠罗列他们各自所受各种风格影响的不同方法还是不

行的 。

在大众肖像创作中，情况也是如此 。 1850 年库尔贝在给弗朗西斯 · 韦伊©的信

中说：他想从人民那里学到他的科学，也是专指绘画科学。他这个圈子里的朋友和

他的崇拜者都喜欢通俗艺术，但其中有多少人除了收集之外真正地运用了它呢？

又有多少人认识到如真要看清”在某个社会阶层下面的东西＂，他们必须运用通俗

艺术的形式和结构呢？ 库尔贝这样做了，他的朋友马克斯 · 比雄Ci) ( Max Bue hon ) 

认识到这一点但没有任何行动，我很怀疑尚弗勒里这个通俗肖像艺术的宣传鼓吹

者是否真正懂得其含义 。 所以，我们必须把一个个独立的艺术史问题联系起来看，

我们最终要问，一种符号系统会产生什么样的”可见性”。在怎样的特殊情况下某

位画家可得益于这种“可见性”，而有的则不可能 。 这就是仅仅从艺术上的竞争的

观点来看是无法回答的 。

因此，这里就有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尽管达到这点的渠道各有不同，我

们能否从某位画家复杂而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发现他与众不同的题材和风格的基

础是什么？

让我们以库尔贝为例来研究这个问题。在讨论他的艺术时，我们要把与他有

0 勒南兄弟 (A Le Nain, 1588— 1648 ; L. Le N扣n, 1593— 1648 ; M Le Nain, 1607- 1677) ，法国画

家 。 译注

＠ 韦伊 ( Francis Wey , 1812-1882 ) ， 法国作家和批评家。 一译注

＠ 比雄 ( Max Buchan, 18 1 8— 1 869) ，法国诗人 、小说家和翻译家。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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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各种因素列个表是很容易的：他在当地的社会处境、经历和变化；他在这个社

会处境中借助语言或视觉来表现所遇到的形象的手段； 19 世纪 40 年代巴黎的社会

结构、波希米亚者的肖像画法和他对这种画法的运用；他在市内声名狼藉的生活方

式的实质和作用；那个时期的艺术思想、艺术传统中他所感兴趣的方面 。 这一系列

的经历我们得给予有血有肉的细节，但无论它多么详尽，最多只能说明一方面的问

题。问题的真正关键在千搞清楚 1849 年至 1851 年间上述各因素之间的具体关系

网络和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 。 换句话说，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库尔贝的艺术与众

不同，并在一段时间内十分有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寻找的范围应有所扩展，应从绘画转到政治，从对颜色

的判断上转到对更为主要的关切上－—-它触及国家的问题，能鼓动许多人情绪的、

众人关切的问题。 但我们会在特殊的事件中，在作品中发现这些政治的因素 。 我

们从历史的某个转折点出发 从一种倾向或一幅特有明显历史意义的画出发 。

《奥尔南的葬礼》《打石工 》《弗莱格的农民 》等作品，就是这类带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作品 。 对其研究越深，这些画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就越明显 。

让我们用一个微小的却很重要的趋向来说明这个问题 。 1850 年 5 月，在汝拉

省的沙林镇，一个宗教仪式正在进行 。 当时小镇的执政官向巴黎汇报这件事：

沙林镇，这个汝拉地区最堕落的小镇，最近情形有了好转 。 在基督圣体节

(Corpus Christi )这天，庆祝活动丰富多彩又井井有条 。 有一项由圣克劳德主

教下令组织的为洗刷普鲁东的罪过而进行的特别活动也没引起任何甚至小小

的骚乱。我们惊奇地看到那个叫马克斯 · 比雄的公民也在活动队伍中，手拿

蜡烛，泰然自若，他是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之一，一个供认不讳的普鲁东主义

鼓吹者，当然还是他的密友。他在这次纪念活动中露面 ： 是否像许多人猜测的

那样是真有诚心的呢？我觉得他的行为古怪，这个人的行为我们早有所料。

他就喜欢抛头露面，成为大家瞩目的对象 。 (i)

马克斯 · 比雄开了个大玩笑，一个有时代典型意义的玩笑。有些弗洛伊德主

义者在研究无意识现象时曾指出，笑话跟艺术相似 。 在研究历史现象时也曾认识

CD Archives Nationales . BB30 373. plquette I. Repon of the Procureur-G的era!, [I June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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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点 。 比雄的笑话加深了他的观众对历史的疑问 。 他把意想不到的事物串连

起来，把观念搞混 。 他不是采取争论的形式，而是用实际行动并利用了行动的不可

捉摸的性质 。 在上述例子中，他的策略倒是可借鉴的一在 1 850 年因为某个搞不

清意图的玩笑而罚人家坐牢的事毕竟是很难得的 。 比雄是不想坐牢的（在这之前
么
卜月，他曾在汝拉的一次审判中被判犯有密谋策划革命的嫌疑后被赦免） 。 我接

下去要解释这个玩笑的实质和内容，在这过程中可能使它变得不好笑 。 我们应对

比雄本人有更深的了解 （他是库尔贝最早的朋友、诗人和翻译家，是具有彻底献身

精神的革命者 ） ，还得对沙林镇和 1 850 年的政治形势， 1848 年后的政治和宗教上的

大混乱，对这类公众讥讽的特点，对那个纨缔子弟和波德莱尔在整个活动中的表现

有更多的了解 。 （如果普鲁东不是一个纨绮子弟，他的某些追随者至少是 。 ）了解了

比雄和沙林镇（离奥尔南 25 英里，也是库尔贝作为参考的政治原形），我们就能顺藤

摸瓜，最后引导我们回到《奥尔南的葬礼》这幅画上 ． 直到牧师助理的红鼻子和比雄

在这幅宗教性绘画中的地位（他在画中左起第六位，隐藏在后排） 。

从玩笑到杰作，在这两种情况下所做的事都算是历史材料 。 只不过画和玩笑

各自把玩着意义的不同语境而已，旨在形成一种鲜明的个性 。 设法揭开这个谜吧。

调查一下葬礼、宗教、沙林镇和奥尔南地区；描绘一下汝拉地区的政治气候、那个穿

僧袍和鞋罩者的社会意义等等。 但要记住的是，比雄和库尔贝玩的把戏是有含义

的 。 它们变换着暗号，留下失误的踪迹，不过只有一次而不是许多次 。 （到时就弹

出一句双关语，而不是长篇大论 。 ）看整个变化过程，可说它是作品，可说它是玩笑，

再看看它的目的何在 。

要找到这种平衡有时并不容易，尤其是在艺术的社会史中 。 这是因为它要我

们进入的背景比通常的更多，进入比伟大传统密集的材料．有时它会把我们引到与

作品根本无关的领域里去 。 但作品本身也会出现在某种离奇的、意想不到的场合，

一旦它在新的环境下暴露出来，作品看上去就不同了 。 这点， 说到底就是本书的

意图 。

我一直在说，撇开了其他类型的历史，艺术史就不复存在 了 。 但我们还是用某

种大致现成的方式，把自己局限在“恰 当的“艺术史之内吧 。 就算在艺术史这门学

科内，尤其是在这里，正因为其限制完全是人为性的，所以还是存在着一个视角选

择的问题 。

迄今为止， 19 世纪美术史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对英雄式的先锋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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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第二，抛弃了历史、文学的题材而转向纯情感艺术运动的研究 。 但这两

方面的历史巳弄得十分枯燥 ！ 这不是说它们在任何简单的意义上不符合史实，而

是它们只是史实的破碎残片 。 这不禁使人产生没有抓住实质的感觉 。 借助这些种

研究的帮助，尝试着去了解塞尚、梵高的生涯吧！我们只有不迷信这些功能才有 ， ＇

复它们的意义，只有批判先锋派才能发现它，只有考虑到那个时代的恐怖才有｀
清纯情感艺术的真正含义 。 换句话说，用马拉美对维利耶 · 德 · 利尔—亚当

( Villier de ! ' Ile-Adam )讲的话说 ：“你要是听说我只借助情感来抵达这个世界，你

一定会大吃一惊（比如，为了使自己坚信万物皆空的观点，我不得不把绝对虚无的

思想强加于自己的意识之中） 。吨）这个例子马上使我们想起黑格尔和其他一些不

敢苟同的观点 。

我们所需要的（也正是任何时期、任何问题的细致研究所揭示的）是各种不同

视角的多元性 。 下面，就让我以札记的形式来提出儿个方面：

第一 ， 19 世纪艺术中古典主义的统治地位 。 它不仅仅指学院派的力量在沙龙

中的延续，而是法国艺术中那种执着内向、幻想、极端文人气的绘画和雕塑，从形式

到内容一味拟古的癖性 。 某种艺术史把夏塞里奥心莫罗 、 ＠席罗姆、＠罗丹、夏凡

纳心莫里斯 · 德尼＠当作边缘化的插曲，而不把他们当作有活力并延续的传统的最

突出代表 这样的艺术史是绝对行不通的 。 确切的原因是它无法说明我们称之

为先锋派的那些艺术家的矛盾情绪 ：柯罗 、杜米埃、米勒 、德加、修拉等人的古典主

义 。 现实主义是反对法国艺术这一秉性的一段插曲 。 因此，这种现实主义非得是

极端的、爆炸性的 。 因此就有了库尔贝的现实主义 ． 把他当作先驱的立体派现实主

义，以及最后形成了达达派 。 还有反对这三种流派的新古典主义 。

第二，法国艺术中个人主义的发展 。 这跟纯情感艺术运动有所不同。这是一

种给艺术造成混淆的学说。 莫罗和罗丹认为它是古典形式和内容的再加工 。 库尔

贝则认为是彻底沉浸于物质世界，从而对自己和物质世界都有重新发现的行为 。

CD Mallanne. p. 259 . letter of 24, Sep. 1867. 

＠ 夏塞里奥(Th的dore Chasseriau 、 l8 1 9一 1 856 ) ， 法国浪漫主义画家 。 一一译注

＠ 莫罗 (Gustave Moreau, 1 826—1 898) ， 法国象征主义画家 。 一一译注

＠ 席罗姆(Jean- I怂n Gerome . 1 824- 1 904 ) ， 法国画家和雕塑家 。 一一译注

＠ 夏凡纳 (Pierre Pu vis de Chavannes . I 824— 1 8')8) 法国画家 。 译注

© 德尼 ( Mauri ce Denis , 1 87( ）— 1943) ，法国画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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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点上他是他黑格尔主义者朋友们的传播者 。 ） 。戈蒂耶和古典主义画家们则认

为它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理想 。 个人主义在当时已是老生常谈，常常自相矛盾，言过

其实，甚至荒唐 。 然而不知怎的，其中一种观念却一直保留至今，那就是艺术如不

表现个性就谈不上艺术，艺术的原则只是达到这种本身就不太清楚的目的和手段 。

现实主义运动始终贯穿着这个信条 。 为何它能待久存在，实践上又有什么指导意

义，这是 19 世纪的中心问题 。

第三 ．对新生的统治阶级是崇奉还是设法颠昭其政权？是向资产阶级妥协

呢心还是冲破重重阻碍和他们斗争？波德莱尔在两年中既做过妥协又做了斗争，

最终渐渐隐退，报以冷漠和蔑视的态度 ： “让资产阶级继续保持或失去这种幻想又

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他在 1859 年的言论。＠ 但对艺术家，它还是有关系的 。 他们

仍然要捉摸资产阶级是否仍然被当作英雄而存在，还是已变得不光彩或不太光彩

而还算是英雄 。 他们这样想是因为这跟他们的身份有关，让自已成为资产阶级身

份的艺术家吗？ 像雷诺阿的《西斯莱夫妇 》这幅肖像画中那样，还是让自已成为（现

实中或理想中，以及成千上万的自画像中含糊不清地表露出来的那样）被排挤出资

产阶级圈子的艺术家呢？ 或成为他们的对立面呢？ 库尔贝是想并坚持这样做的。

（到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艺术与无政府主义联系到了一起 。）

第 四，关千信仰危机特征之一的通俗艺术 。 在库尔贝 、 马奈 、 修拉的作品中所

提出的尖锐的问题在千：是从通俗形式和肖像中吸取营养来给统治阶级的文化输

血．还是促使大众艺术和统治阶级的文化进行挑衅性的、激烈的融合，从而破坏原

有文化的统治地位？就通俗艺术本身来说 · 它只是一种理想或空想 。 这种乌托邦

式的空想在法国艺术中时有出现 。 从席里柯的伦敦石版画到梵高的阿莱西亚肖像

都有它的影子 。 因此，这里还是牵涉到艺术与政治运动的关系问题 。

第五，最后，艺术的衰竭 。 在一 个“使创作形式从艺术中解放出来”＠的时

(D 参见 186 1 年的两个重要的声明．第一个发表在《安特下拌的先驱 》 ( P屯·urseur d"Anver ．̀ ，引自 Pa rt C . 

,. pp. 160 161) ，第二个是一封写给他学生们的信 · 见《周 1:I 邮件 》 (Courr/.er du Dima 11che . Pa rt C, 

Il , pp 204 21)7) 。 后者讲述了一种严肃的唯物主义再现原则．而前者指向这种唯物主义的哲学性基

础．它是理想的否定＇＼ 而且是因为“我得到一个完整的个体，并最终得到解放的民主”。 这是一个混

乱不清的争论，但也是一个用复杂的个体性见解并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的明确的斗争。

＠ 参见 Baude l a irc ." Sa l on de 1846," Oeuvres Comp／如， pp.874-876 。

(D ··Qu "importe que l a 扣urgeo i s i c ga rde ou pcrde une ill usion ? . " 也1vres Co111沁les 令 p. 6(,9. 

CD Wa l ter 坎nj amin ( I).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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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一偶像的破灭不是偶然的。摄影技术、埃菲尔铁塔、公社的新纪元、咄咄逼人

的情况，都是这个世纪中现实主义的一部分 。 打破偶像和抱定”为艺术而艺术”是

对同一种不稳定性的两种不同反应。普鲁东 1851 年 11 月在《进步的科学 》中写道：

”为了我们自身能很快地造就后代，我想要看到博物馆、教堂、宫殿、沙龙、闺房连同

里面的新旧家具一起被扔进火海，把画家都禁上 50 年不许画画。这样，当过去的一

切被遗忘后，我们就会有所作为。吨）他向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恰巧是使戈蒂耶担忧

的问题 。 所不同的是他采取了呴哮如雷的态度，而戈蒂耶采取了冷嘲热讽的态度 。

（就像波德莱尔后来说的：“你以为我感情冷漠，却没看到我是在强作镇静。”)

库尔贝的态度在嘲讽与呴哮之间，或者说波德莱尔 1851 年 11 月的“艺术无法

与实用价值分开”的信念亦在这之间。（在波德莱尔身上，这种信念最多只保持了

三四年，然后，他面临的是黑暗和失望，最初的诗歌公开赞美”一切事物戏剧性和无

趣的徒劳＂ 。）如果艺术是无用的，那么生活也同样如此 。 这可不是个人偏狭的结

论 。 它把我们引向马拉美的“纯粹作品的可怕景象”，引向查拉的”节拍随着钞票的

半韵而响起，抑扬顿挫伴随着肚皮侧面的线条而消失＂，引向米罗对“绘画的谋杀”。

波德莱尔这种短暂的信念的继承者就是超现实主义 。 用布烈东©的话说：“我

们与文学没有任何联系 。 但一旦有必要像别人那样利用文学时，我们是能够做到

的 。”不过在当时这种信仰的内容还不甚清楚 。 让我们摘录一段 1925 年超现实主义

宣言中的话：“我们并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是从社会形态中构想了这次革命的信念。”

普鲁东在其《艺术原理 》中谈道 ： 深入世界并以它为题的创作活动，可进行直接

的变形，而不只是在画布上的变形 。 他的这种论点与早先的黑格尔有共鸣之处，预

示了各种现代派的形式心 马列维奇说：＂让我们从自然的手中夺回整个世界，创造

一个属于人类自己的新世界。”蒙德里安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和依靠所

有的艺术，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的 。 美将会成熟到在现实中可以触摸到

的程度 。 人类失去艺术也不会有多大的损失 。 ”

CD Proudhon (4), p. 97, note de Proudhon. 

＠ 布烈东(Andre Breton, 1896一1966) ， 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 一一译注

© ”为艺术家的一件事而深人思考，这就是，想法都是理想化的．因为有那么一刻，越来越多的决心又来

的时候，或千头万绪，与理想的观念不谋而合 。 有时候·艺术似乎脱离了职业，成为枯燥乏味的艺术

家 。”关于这个程序最好的例子就是机械工程师的成就一一这里，说到普鲁东，理想就是“实现“和艺术

的装饰显然是不必要多余的 。 可以比较一下普鲁东的语言与库尔贝在他 1861 的陈述中的语言 。 T.

J. Clark, Image()f th e People Gustave Courbert a11d the 1848 Revolution (London, 19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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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马蒂克著 谭袁媛＂ 译

保罗 · 马蒂克 (Paul Mattick) ，美国阿德尔菲大学哲学教授， 1981 年毕业

于哈佛大学，荻哲学博士学位 。 研究兴趣在艺术理论、语言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批判方面，著有《 艺术在其时代》《社会知识 》等 。

这篇文章从历史角度分析了艺术与全钱的关系，自文艺复兴现代艺术诞

生以来，西方艺术的发展与商业、资本和全钱形成了 一种错综复杂的关联 。 文

艺复兴后期艺术家摆脱了赞助人供养制而获得了自由，启蒙运动高扬人性旗

帜，艺术一方面荻得了自主性，另 一方面又被当作高雅趣味和教养。 于是， 19

世纪以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艺术观是艺术与全钱水火不相容 。 但随着艺术的体

制化和商业化，全钱日益渗入艺术领域，它既给艺术发展带未机遇，又深刻地

改变了艺术的面貌。 马蒂克得出的是一系列矛盾性的命题，最激烈地反对艺

术被全钱制约的批评家们却把自己的批判性写作当成了谋生的手段；艺术尽

管本性上与商业利益元关，可是审美活动、审美趣味甚至收藏 ，却有赖于全钱

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教育和有闲 。

我们称之为“艺术”的社会实践是“现代“社会中才有的社会现象 。 不过，人类

对工艺品 （即艺术品的前身，艺术品在现代社会以前的称谓 ） 的欣赏似乎古已有之，

在早期的欧洲文明和其他许多文明中都有迹可循，而类似现代“艺术”的概念也在

＊本文选自 Pau l Matt ick, Art in Its T ime : Theo门吓 a nd Practices of Modem Aesthetics ( London, 

2003) , 译注

＊＊谭袁媛 ．南京大学外语学院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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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纪意大利设计学院的理论和实践中初见端倪 。 但正如保罗 · 奥斯卡 · 克里斯

特勒在其经典之作中强调的那样，“我们熟悉的现代美学的基础，即五种主要艺术

所构成的体系，相对来说出现得较晚，在 18 世纪以前都还未成型” 。 也许可以进一

步说，“艺术”这个我们现在使用得理所当然的词在 19 世纪晚期以前都还没完全成

型，可能一直要到 20 世纪倡导超验美学和以自 主性的有意义对象为主要研究对象

的”形式主义＂勃兴后才成型 。 尽管如此 ，美学作为一个以艺术和自然为审美对象

的学科在 1 8 世纪就已诞生，这意味着整个学科领域所有活动、理念和架构的确立，

从此美学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

众所周知 ， 现代社会对商业的依赖程度超出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社会，然而极为

矛盾的是，在 18 世纪以来的艺术讨论中，“商业”却等同于“低俗＂ 。 同样，在以大众

生产和消费为基石的全球一体化社会形态下，”大众“文化却带有贬义色彩 。 就连

克莱门特 · 格林伯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认为，大众文化是俗气的。 1 939

年，格林伯格指出先锋艺术是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产物，”维系两者的胳带就是金

钱” 。 他同时将与先锋艺术相对的大众文化划入商业范畴，并用德语中的＂媚俗”

( ki tsch )来形容。这一艺术观念的意识形态重要性在如下事实中可见一斑 ：那就是

任何对这一观念的威胁都会被条件反射似地避开 。 比如说安迪 · 沃霍尔的《布里

洛盒子》 ( Brillo Boxes) ，这个作品本意是质疑高雅艺术和大众商品之间的界限 ， 但

美学家阿瑟 · 丹托却用这一作品来说明艺术和庸俗商品的分别 。 正如皮埃尔 · 布

尔迪厄呀旨出的那样，“艺术要想表现艺术的本质，就必须将这一本质夺去，而将表

现的过程本身变成一个艺术事件” 。 当然，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艺术只是处在特定

历史社会环境下的社会实践。 本文所追溯的艺术与商业的意识形态对抗始见于艺

术评论之中，这些艺术评论在 18 世纪晚期既反映出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又有助于

这一实践的发展并逐步将其体制化 。

一、发展与衰落

除却显著的现代性，这里我们讨论的艺术主要包括文本和图像里蕴含的构想

0 布尔迪厄 ( Pierre Bourdieu. 1 930-2002) ，法国社会学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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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古典性。最早对现代艺术的看法是：现代艺术是在文化毁千一旦的中世纪

黑暗时代之后，重塑希腊罗马时期的艺术辉煌 。 艺术史的开山之作是瓦萨里写于

1 550 年的《艺苑名人传》。瓦萨里在书中首次提到艺术是在古典时期早期“臻于完

美”，于罗马帝国晚期走向＂衰败＂，然后在契马布埃、乔托及其后继者的手中，”得

到恢复或者说，获得重生”。 所以，现代优秀雕塑风格的形成源于吉尔伯蒂CD”对古

罗马艺术珍品仔细的研究和模仿（任何想要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的人必须仔细研

究大师们的作品）”卢 两个世纪以后，温克尔曼在专门讨论希腊艺术对德国文化的

重要性的专著中，提出现代艺术的首要任务是模仿希腊，宣称“我们要变得伟大甚

至不可企及的唯一途径乃是模仿古代” 。

这种“古代”与“现代”的逻辑辩证使得现在的艺术体制通过历史的投射而获得

经典的地位 。 过去的艺术作品，尽管很多不为人所知，却依然被奉为圭泉来评价现

代人的艺术成就 。 文森佐 · 伽利莱©在 1581 年写道， 16 世纪复兴的音乐艺术完全

达不到古希腊人所取得的卓越水准 。 然而 19 年后，奥泰渥 · 利努奇尼©却认为，

“听了佩里 ( Peri) 的《达夫尼 》后，那种认为现代音乐不如古典音乐的传统看法从我

的脑海中消失了＂产 瓦萨里表示现代视觉艺术的复兴巳经超越了模仿，并强调“现

代艺术的卓越之处已经超越了古代艺术，成就更为辉煌＂。＠

不过，在 1 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欧洲各国作家展开的古今之争中，开始出现了

悲观主义。这场争论主要辩论的是艺术是否也像科学那样，取得了古人没有达到

的进步 。 （请注意，“现代”这个术语使用之初，只是用来代指与古代相对的一个时

期。）当今仍被使用的“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暗含着一个复兴的隐喻，而复兴这个隐

喻就已经昭示着黯淡的前景，因为生命的终点即死亡 。 就像瓦萨里所写的那样：

＠ 吉尔伯蒂(Lorenzo Ghiberti, 1378一 1455) ．意大利艺术家。一一译注

＠ 关于“意大利人认为推崇古典是现代性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一观点产生的历史语境的讨论，请参见

Francis Haskell and Nicholas Penny. Taste and the Antique (New Haven , 1982),p. 1 。

＠ 伽利莱 ( Vincenzo Galilei, 1520一 1 59 1 ) ，意大利音乐家 ． 一译注

＠ 利努奇尼 (Ottavio Rinuccini. 1562一1621) ，意大利诗人音乐家。－~译注

® "Dedica tion of Euridice (1600) . "0liverStrunk , Mu.<ic History(New York. 1998). p.368. 

© Va、ari, The L巾es of the Artist.,(Oxford, J 991) . p. 249; 该书第 16U 页还提到布鲁内莱斯基的建筑

成就超越了古代。 阿尔贝蒂也在 1435 年发表的 Della pittura 中表达过相似的想法，参见 John R. 

pencer 的译本，On Painting (New Haven, 1966 ) , pp. 31 —40,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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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艺术的进化历程很重要：艺术从一个小小的萌芽升华至最崇高处，然

后只 能从这最崇高的境界沦落至最卑贱的境地 。 理解了这一点，艺术家就能

了解我们所讨论的艺术本质了：艺术的本质类似于我们生命的本质，有自己出

生、成长 、衰老和死亡的过程。 CD

千休谟©而言，“任何艺术与科学一旦臻于完美，会自然而然地走下坡路，辉煌

时期过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颓，鲜有或绝无可能在其兴盛之地复兴起来“心这是文

化发展的一个普遍原理 。 温克尔曼曾说他的鸿篇巨著《古代艺术史 》 ( History of 

Ancient Art)试图展现的是艺术兴盛衰亡的画卷，因为艺术不可避免地要历经三个

阶段：从必然的美到奢侈。温克尔曼解释道，”艺术一旦达到完美，就再无进步的

空间，艺术必须后退 。 因为不仅是艺术，自然界里几乎所有的运作都是这样

不进则退．我们想不到任何事物能静止不动”。＠ 对此，德尼 · 狄德罗的阐释是，

“无论在何时何地，事物都是从坏到好，从好到佳，从佳到完美，再从完美到奇诡和

矫饰＂ 。＠

瓦萨里认为，造型艺术的登峰造极出现在其同时代的米开朗基罗的作品里 。

然而，生活在 20 世纪后 30 年的弗朗西斯 · 哈斯克尔©则提醒我们，“我们原以为一

个画家辈出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但很多画家如拉斐尔、提香 、科雷乔心卡拉齐、＠

CD Vasari, The Lives of the Artis伈， p. 46. 

＠ 休谟(David Hume, 1711 一1776) ，苏格兰哲学家。 译注

Q) David Hume ,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E. F. Mi ller, ed. , Essays Moral, 

Pol山cal, and Literary (Indianapolis, 1987), p. 135. 

@ Johann J. Winckelmann, History of Ancient Art ( 1764) , G. H . Lodge trans. (New York, 1968), 

vo l. I, pp. 3 , 29; vo l. 2, p. 143 。 温克尔曼使用进步一衰败循环作为自己的历史著作的框架，相关讨

论，参见 Alex Potts, "Winckelmann 's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Art H叩ry 5 : 4 (1 982), pp. 3 71一

407 。

＠ 狄德罗主要是批判法国摄政时期 (the period of the Regence) 的洛可可风格，于是，狄德罗主张法国艺

术要回到之前的古典高雅趣味 。 克莱门特 · 格林伯格的批判态度与其惊人的相似 。 他认为资本主义

文化的衰败是艺术形成现代社会特点的主要见证，他将“亚历山大主义”(Alexandrianism)定义为“不

断地复制同一个主题，没有新意” 。 在他看来 ．表现“高雅趣味”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先锋文化“流派的

肩上 。

© 哈斯克尔 (Francis Haskell , 1928—200( ）），英国艺术史家。 译注

(J) 科雷乔 ( Antonio da Correggio, 1489—1534) ，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 译注

＠ 卡拉齐(Anniba l e Ca rracci , 1560一1609 ) ，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画家。—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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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桑©和鲁本斯的声名会在后世越来越响，直至名垂千古，刻入永恒＂卢 18 世纪，

人们普遍认为艺术史有四个伟大的时代：古希腊时期、奥古斯都(Augustus ) 统治的

罗马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朱利尔斯二世和利奥十世统治时期）以及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 。 18 世纪末，乔舒亚 · 雷诺兹©爵士在皇家艺术学院讲演时称，

不仅古典作品是后来所有绘画雕塑的基石，而且“必须承认从米开朗基罗时代至

今，艺术巳经处于一种逐渐衰落的状态”。@

这些看法并未如想象中那么与 18 世纪整体的进步论格格不入 。 很多学者早就

意识到“启蒙运动“深深打上了“历史悲观主义”的烙印，尽管“启蒙运动”这个词在

很多语言里都表示一种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念 。 由盛转衰的观点有一个很重要的起

源，那就是经典循环意象 ： 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宇宙的发展都是周而复始的循环。＠

到了 18 世纪后期，麻败的观点逐渐同与市场经济兴起紧密相连的现代化进程中的

一些具体方面联系在一起。当时它常与“奢侈“这个概念相连 。

对奢侈的批判本身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经典话题 。 奢侈的一大病症是对金钱的

崇拜，这里的金钱指的是金钱本身，而不是提升社会整体幸福感的工具。（如伏尔

泰©观察的那样，“尽管 2 000 多年来奢侈在诗歌散文中多遭诉病，然而人们对它的

喜爱之情却不曾消减＂。奶 亚里士多德对“理家 ”(oikonomia) 和“理财”

( chrematismos)这两个概念做了区分 。 这两个术语的区分仍可见于 18 世纪“政治

经济学”的这个名称及其概念结构中 。 同样， 贺拉斯＠抱怨道， ”当这种铜锈和贪欲

(j) 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一 1 665 ) ，法国古典主义画家 。 译注

0 Francis Has kell . Redis(·o-ueries i11 Art, Some Aspecl.< of Taste , Fashio11 a11d Collecling in England 

a nd France ( London , ·1976), p. 22. 

＠ 雷诺兹(Sir Joghua Reynolds, 1723一1792) . 英国画家 。 擅长宏大风格的肖像画创作。一—译注

＠ 如罗伯特 · 罗森布卢姆(Robert Rosenblum )观察到的那样 · 雷诺兹的《雅典学院 》生动形象地表现出

遥远理想的古代和务实的现代之间的巨大落差 。 同样他的《西登斯夫人像》也传达了类似的理念 。 该

画借用了米开朗基罗西斯廷天顶画上以赛亚的形象来描绘当时一个鼎鼎有名的女主演．

＠ 现代欧洲思想家循环论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有：柏拉图在《政治家篇 》里阐发了世界兴衰周而复始的

循环论。 在其他著作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里也提到了艺术和科学多次从衰落走向复兴，又

从复兴走向衰落 。 在意大利，维拉尼 (Vi ll an汃奎恰迪尼(Guicciardini ) 和马基雅维利发扬和继承了波

利比阿CPolybius)的历史学说·认为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政府形式的发展 ．是一个不断交替的过程。 这

一学说也是我们知道的最晚近的重要思想来源 。

© 伏尔泰(Voltaire, 1694一 1778) ．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一译注

(!) Voltaire , Philosophical D吓onary , PeterGaytrans. (New York, 1962) , p.367. 

＠ 贺拉斯(Qu i ntus Horatius Flaccu~,658. C. - 8B. C. ），古罗马诗人和批评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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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了人的心灵，我们怎能希望创作出来的诗歌还值得涂上杉脂，保存在光洁的柏

木匣里呢“? CD 这种论调奠定了贺拉斯同时代作家艺术评论的整体基调。不仅如

此，尽管历史时代不同，个人背景偏好不同，表达的形式方式不一，但评论家们都指

出 ： 艺术扎根的社会土壤所需要的商业养分不能与具有腐蚀性的奢侈混为一谈 ，应

严格区分开来。 18 世纪出现的这种观点虽然与近代的观点在本质上有很大区别．

但这种差别却也是 18 世纪以来关于艺术话语延续性的有力佐证。

二、奢侈与堕落

有人认为 ： 较之过去的中世纪或新大陆上原始野蛮的土著文明，现代社会更加

富足，而这种富足归根到底得益于贸易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并带动了生产的多样

化。在休谟看来，一开始人们是通过对外贸易：

认识了奢华之乐，经商之利，接着人们身上的技巧和勤奋因子被唤醒，当

这些因子一旦被唤醒，人们就会不懈地致力于改进国内外贸易的方方面面 ·… ..

富裕幸福起来的民族看到他们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奢侈品时，心中自然会

被唤起一股追求他们先辈从未曾享受过的更美妙生活方式的欲望……很快，

这些技艺就被竞相仿效，国内制造业也模仿国外，改良技艺，精益求精，力求使

所有国产商品尽可能达到完美的水准。Q)

随着财富的增加，奢侈之风逐渐盛行，艺术也随之发展起来。用盂德斯鸠©的

0 18 世纪文学家主要学习拉丁文本，比如说朗基努斯(Longinus) 的《论崇高》。该篇有这样一段话：＂贪

财贪得无厌和贪图享乐给人们铸上了奴隶的枷锁……患上贪财病的我们变得越来越狭隘。”关于艺

术与金钱之间矛盾的经典论述，请见 Gregory Nagy, "The' Professional Muse'and Models of 

Pres tige in Ancient Greece 、 “Cultural Crit/.que 12 ( 1989 ), pp. 131 -143 和 Leonard Woodbury. 

''Pindar and the Mercenary Muse, Isthmian 2. 1一 1 3," T ra11sactio,八 of 如 American Pl几lological

Assoc.,ation 99 (1968), pp. 521 —542。关于用手工劳动赚钱和维生两者的区别请参见 Plato,

Republic , 345c ff. ；和沁·istotl e, P心1”`, I. 9 。 关于“oikonomia”和 “ economy“现代意义的区别、参见

Keith Tribe, Land, Labour and Econon,.,c Discourse (London, 1978) , chapter 5 。

@ "Of Commerce," (1752) Essays, p. 264. 

＠ 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 )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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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来说，“财富是贸易发展的结果，奢侈是财富增多的结果，而艺术的完善则是奢侈

风行之后的结果” 。 CD

不过，孟德斯鸠也承认， “商业会腐蚀淳朴的道德民风” 。 © 这首先体现在爱国

主义精神的消亡和捍卫祖国热忱（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的消退 。 商业虽

然使人更勤勉，同时也让人更胆怯软弱，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商业使人耽于享乐，

玩物丧志；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是滋生 自我中心主义的温床 。 “商业的

体系往往可以归结为如下一点原则 ： 像我只为自己工作一样，人人都只为自己工

作；如果我没有给予你相应的价钱，我不会要你的任何东西，所以你也应该如此 。 ”

在这种入人为己的情况下，＂慷慨”之道也随之就消失 。 就连被历史学家波考克(J

P. Pocock )称为商业人文主义“信徒的休谟，也不得不站出来表示奢侈有好坏之

分 。 “坏的奢侈使人们的精神全部集中在物质的满足上，没有余力去履行自己该尽

的职责，依据自己的财力乐善好施，就更别提愿意去捍卫自己的国家了 。心）

关千奢侈的腐蚀作用 ，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将参战这一公民义务丢给职业

军人 。 在让 · 雅克 · 卢梭＠看来，这个例子强调了传统公民美德的变化，但它只是

贸易发展引发的社会变化浪潮中的一朵浪花 实际上，贸易的发展促使社会的

分工 、社会职能的细化 。 之前自立 自足的模范公民不复存在 ，人们要满足自己的种

种需求只能仰赖于他人，再也不是独立平等的个体， 不再是自 由人，”因为奴隶的枷

锁是由人们的相互依赖和使人们结合起来的种种相互需要形成的" 。 “在古代，政

客不断谈论的是道义和美德，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却只是谈论商业和金钱 。 ”@

在卢梭看来 ，古希腊和罗马衰亡的原因．在千爱国精神和美德被虚荣和享乐主义

（两者的实现离不开奢侈和金钱）所取代 ： “人们发财致富，生意兴隆，艺术繁荣，然

后国家也很快灭亡了 。 ”＠因此，古代社会不仅是现代社会追求的一个典范，它覆灭

Q) L 'E、prit d小 l01工 . revised edition, XXL 6 , Ckuvres (Am,、terdam and Leipzig. 1764 ), vol 2, pp. 29 1一

2'J2 ) . 

© 心uvre., , vol. 2 . p. 257. 

CD Hume . ··or Refinement in the Ans . " Essays , p. 269 ； 有关 ” commerc ia l humanism”参见 J. Pocock . 

Virtue , Commerce . a 11d I--/湿ory (Cambridge , 1985) . p. 1 94 。

＠ 卢梭(J can-Jacques Roussea u, 1712- I 778 ) ，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一—译注

(5) .l ean-JAcques Rousseau . "Discourse of the Orig in o f lnequaJi1 y . " D. A. Cress . ed. and trans. . 0,, the 

s(Jcial C,0111 ract (Indianapoli s . 1983) , p. 139. 

© J ean-.filcqucs Rousseau, "'Di scou.rse of the Sciences and Art~," R. D. Master、 . ed. and trans., T加

F1吓l a 11d Second Discourses (New York, I 964 ) . p. 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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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象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 在现代社会，随着政府被独裁者及其军队所把持，公

民道德的沦丧会导致自由的沦丧 。

在英国，与卢梭持有相同观点的人是吉本卢 波考克提醒我们注意吉本对罗马

衰落的看法：在吉本看来，罗马走向灭亡的第一步是共和国垮台，帝国取代共和国，

这个时候，美德在北方哥特人建立 的武装自由民区内 ( communities of armed 

freeholders) 复兴，”然而，哥特人的自由景象就如罗马早期的美德一样，完全建立在

地产上，认为个人只有拥有土地，才会拥有武器、独立、自主和美德” 。 © 随着社会权

力从领主(landed gentry)之手，转移到靠课税和新增的贷款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的

中央政权手中，社会也向以商业为基础的金融社会发展，在这样的社会里，公民的

道德水准注定要滑坡 。

至此我们就已经触及到了 18 世纪有关进步与堕落话语的主题：农业和商业的

对立， 当时对“自由“艺术创作和图利艺术创作的争论就以自己的方式体现了这一

相关主题 。 当时尽管已有资本的渗透，但农业在全国仍占主体地位。 重农论

( physiocratic theory)尤其强调光是农业就已能增加财富 。 因此，魁奈©区分了“用

以生存的奢侈 “ ( lwrury in the way of subsistence) 和“用以装饰的奢侈 “( lwrury in 

the way of ornamentation ) 。 他认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如果过度沉凅于用 以装饰

的奢侈，那么很快会被这种奢华所害＂ 。 魁奈在他的《经济表》一书中提出，管理经

济的科学原则不应与“那些无足轻重的 ( triv ia l汃华而不实的只是指导国家的货币

储备和金钱交易所带来的货币流通的科学原则“混为一谈。© 不过地产和新的市

场秩序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打破了这一界限，使得两者的区别没有那么泾渭分

明 。 尽管已有经济政策出台来促进国内外贸易，但我们发现魁奈还在发着同样的

牢骚 ：“商入享有国家的财富，可国家却不享有他们的财富 。 商入是他国家的

外人。心）

这些强调在经济体制下重视农业的思想，也见千当时的哲学著作中 。 卢梭的

0 吉本 ( Edward 心bbon , 1 ·737- 1 794 ) ， 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一—译注

＠ 关于 1 8 世纪政治美德的问题，参见 Th e Machiavellian Moment . chapter 1 4 。

＠ 魁奈 (Franco i s Q uesnay, 1 694—1 774 ) ，法国经济学家。一一译注

© F. Quesnay , " Du commerce ," in F ra ncuis Q11esna y et la ph y.,iocratie ( Pa ri s , 1958), vol. 2 , p. 827; 

Danie l Roche . " Negoce et culture dans la France du XVllie s啦le ," Revue d '如stoire mod erne et 

contemporaine 25 (I 978), p. 375. 

＠ 请注意最后一个短语是对荷马用词的模仿 。 这里，古典文化再次成为了榜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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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影响了整个欧洲城市的知识分子。他在著作中就将人性的堕落归结千汲汲千

经济利益的城市文化，因为城市文化没有农村文化独有的质朴这种健康美德 。 此

外，伏尔泰的《老实入 》 ( Candide)和不断涌现的田园文学作品都体现了回归田园生

活的诉求。这种诉求体现的不仅是于压迫、残酷、虚假的世界里辟一方净土的愿

望，更是对贪财引起的社会剥削、压迫、虚伪的理性责难。一言以蔽之，城市与乡村

的对立既是消费与生产的对立，也是经商致富和金融投机致富同勤勉老实耕耘土

地致富的对立 。

三、奢侈与美的艺术

随着科学艺术的进步，人类的需求增多，欲望和激情也随之高涨 。 男性在这种

欲望激情的主导下开始逐渐丧失自己的男性气质，变得越来越女性化 ： 他们不再是英

勇的战士而变成享乐主义 0 的信徒。塞巴斯蒂安 · 梅尔西呀叭巴黎画卷 》 ( Tableau

de Paris ) 决不是一篇讨伐现代经济的檄文，这篇文章实际是为自由放任政策和社会

分工的优越性说话 。 然而即便如此，他也意识到了奢侈是将领们无能无纪律的

根源：

奢侈滋生怠惰。人们埋首于各种赏心悦目的艺术，沉溺于感官享受。他

们满脑子只有这些该死的东西，将作战的理论抛到九霄云外 。 出色的阅兵是

组织给女士看的。我们想培养的是一个战士，但他站出来却像个舞者 。©

这些现象导致的一个后果即艺术的衰败，而衰败的艺术是社会退步强有力的

催化剂 。 对此，卢梭严正警告道：＂奢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道德的沦丧，而道德的沦

丧将导致趣味的变质。”趣味本身被女性化了（这里我们再一次得提到洛可可），被

牺牲了，被男性牺牲给了“他们自由的暴君”一~生来就被激情而不是理性和责任

(!) 塞巴斯蒂安 · 梅尔西 (Louis－Sebastien Mercier, 1740— 1 814) ，法国剧作家。一—译注

(Z) Se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Amsterdam . 1782), vol 2, pp. 1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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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左右的女性卢 卢梭清醒地意识到，在现代商业社会的这种环境下，艺术家别无

选择只得“折损自己的天才来符合社会的标准” 。 @

艺术作品道德水准的下降是整个社会趋于麻败的指向标。 1788 年，巴尔特雷

米©在《青年阿纳卡雪斯的旅行 》 ( Voyages du jeune Anacharsis) 中讨论音乐时论述

了这一观点。一位年轻的赛西亚小伙在预见 18 世纪巴黎的雅典时，对他的老师柏

拉图如是说道：“现在音乐取得的长足进步反而使得它丧失了教化民众的崇高地

位。”今天的音乐只为取悦民众，已经丧失了其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音乐在富人

审美趣味的影响下追求优美和谐的旋律，从而不再具有鼓舞士气，教化公民的作

用。“我们社会中的工匠和准利是图的入决定着音乐的命运。他们去剧院，参加音

乐比赛，将自己当作审美趣味的仲裁人……堕落后的音乐将永不复兴。”@

就像狄德罗在 1763 年沙龙©的评论文章中说的那样，尽管艺术之花的盛开得

益于个别天才的努力，”但能提升艺术家技艺的却是大众的趣味＂。狄德罗的批评

不像卢梭那么尖锐，他认为在现代国家中，法国的沙龙起到了引导审美趣味的作

用，从而使法国美术的堕落往后推延了将近 100 年 。 不过，演讲的艺术已经销声匿

迹了 。 因为“真正的雄辩术扎根千公共利益的土壤……要演说好，你得是一名保民

官……自由沦丧后，雅典和罗马再无演说家” 。 @

四年后，狄德罗在写 1767 年沙龙随笔时，开篇就涴惜道：“艺术之泉已然枯竭。”

(Tout s'epuise. ）对此他解释说：部分是因为收藏家的投机活动愈演愈烈，使得现在

0 休谟不像卢梭那样能很好地融入到新兴的商业文化中 。 休谟问道：“有什么培养仪表风度的学校会比

同有德行的女子在一起作伴更好呢？跟女性作伴时，男女双方都尽力使对方感到愉快，这样的交往必

定能美化心灵。”他观察到，“古代人认为女人的优良品德不属于礼仪世界正是古代人没有给我们留下

有趣而优秀的作品之原因所在……因此，高雅艺术从骑士风度和其兴起的宫廷中获益良多”。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Essays . p. 134.) 

@ Rousseau, Discourse of the Sciences and Arts, pp. 53,52. 

＠ 巴尔特雷米 (Jean-Jacques Barthelemy, 1716一1795) ，法国作家 。 译注

® J ean Jacques Barth啦my, Voyages du jeune Anachar心 enGrece ( Paris , 1788), pp.241-269; tr. m 

P. le Huray and J_ Day, eds., Music and Aesthetic.Iin th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1988), pp.121 —129. 

＠法国艺术界每两年举办一次画展 。 狄德罗为（（文学通讯 》撰写该画展的画评，前后共九篇 ， 包括 1759 、

1761 、 1763 、 1765 、 1767 、 1771 、 1781 等年度的《沙龙随笔 》 。

＠ 人民 Cle pueple)和大众趣味 (le gout general)这两个术语后面用了两句话加以解释。为什么杰出的音

乐家出现在古代？因为音乐是大众教育的一部分｀每个刚出生的孩子都能得到一把竖琴 (Diderot,

Salon de 1763, DPV, vol. 13, p. 3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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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是为收藏家个人而不是整个民族而创作，不过大部分原因要归结于奢侈的

腐蚀作用 。 他写道 ：＂奢侈会屈就伟大的天才，将他们的天才局限于渺小的作品，而

且奢侈也会使创作题材从以前的宏大主题变得越来越狭隘，变成狂欢的主题 。 ”或

像狄德罗在 10 年后付梓的《论绘画 》 ( Pensees detach祀s sur la peinture )一书里写道

的那样，“当艺术家想到钱的时候，他就丧失了对美的感觉” 。 。

在《 1767 年沙龙随笔》里，狄德罗继续巨细无遗地谈论这个主题。该文主张，不

是财富本身而是艺术牵涉到的财富导致了艺术的衰落。一个重视农业生产并且不

征收高利贷和农业税的君主，将带领他的臣民走向富裕和奢侈之路，不过这种是符

合社会利益的奢侈，有别于个人的“想象、激情、偏见和观点”的奢侈 。 ”所有的艺术

都深植于奢侈这种土壤，所有的画家、诗人、雕刻家、音乐家都是刻瑞斯0(Ceres) 的

儿女 。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一旦他们扎根于这种土壤，就会繁盛起来，而且会一直

繁盛下去。”可是根据狄德罗的历史悲观主义，这样的好景不会长久。狄德罗有一

篇论奢侈的散论与 1767 年沙龙画评的主题类似，时间上也很相近 。 在这篇散论中，

狄德罗解释道：衣业本身不利千工商业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会导致社会的后退和

艺术的衰落 。 他提出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方法是：假使富裕国家的统治者能破除

金钱就是美德这个信条，并且整肃政府部门的惟利是图，那么富人会有宫殿住，有

好画赏，有雕像看，有好酒尝，有美女相伴，而且都用不着政府的管理有方，公民就

能变得开明和品德高尚 。 鉴于狄德罗自己看到的运行的社会动力机制，这个方法

看起来不怎么可行，也不怎么具有说服力 。＠

真正＂贬低美的艺术 ，摧毁美的艺术”的是建立在金钱上的奢侈，那种“金钱万

能”、“金钱是衡量一切的准绳＂、金钱越多越好的想法 。 “因为美的艺术的继承和发

展需要名副其实的富裕，而不是这种奢侈，掩盖于这种奢侈面具下的几乎遍地饿殍

的贫困，奢侈的这种掩盖是有害的，是致命的，它进一步加剧了贫困 。”在这种情况

下，艺术要么置千反复无常的富人之手，要么“落于贫困大众之手，被他们用各种粗

制滥造来标榜自己的地位和财富＂。＠ 正如巴尔特雷米控诉歌剧被工匠和佣工侵占

CD 关于狄德罗具有启发性的探讨，“启 蒙运动时代的人对衰落和寐败的洞察敏锐而可悲＂，参见 A.

Becq,“D咖rot. his tori en de !'a rt ?" Di.rhu山如e siecle I'J(1987) . pp. 421一438 。

＠ 刻瑞斯是罗马神话中的农业和谷物女神 。 译注

Q) Diderot. Sati,飞 co111re le lu.re . a la ma 11 iere d e Perse ( 1767? ) , DPV, vol 16, p. 555. 

@ Didero t. &, londe 1767 . DPV . vol 16 . pp.62 .1 6 1-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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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狄德罗也哀悼于极具腐蚀性的和以金钱为中心的经济造成的社会失序 ：

当一小撮投机商用公共拨款获取暴利，住豪宅，寡廉鲜耻地炫耀自己的财

富，社会等级不辨时，其他人就会开始争相竞仿，为向上爬而挤得头破血流。

这种社会风气着实让人痛心疾首 ，扼腕不已。 CD

随着货币经济的兴起，艺术的崇高性不复存在，同样，根据地产建立的社会秩

序也被打破。

四、艺术与商业

狄德罗眼中的沙龙为法国艺术所做的贡献，正是 1769 年乔舒亚 · 雷诺兹爵士

希望皇家美术学院为英国艺术做到的：＂垂危的艺术尊严（借用普林尼©的话）将在

乔治三世的统治下复兴 。 ”CD1780 年，乔舒亚 · 雷诺兹在庆祝皇家美术学院迁至萨默

塞特宫的演讲中提出 ：

评价要参照我们的邻国，要考虑到我们在追求卓越的智力方面是领先还

是落后多少 ，而且必须承认贸易和随之而来的财富可以为智力上的追求提供

手段。但是，如果一个民族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这些手段上，而忘记了最终的

目的，就并不比野蛮民族高多少。＠

这个观点也可以用来理解雷诺兹爵士对威尼斯画派和荷兰画派的轻视和贬

低。因为在他看来，”他们并不追求伟大崇高的艺术境界”，他们的目标”只是通过

一些低级的品质来博得赞赏＂产 这个批评意味深长 。 雷诺兹认为，威尼斯画派过

(D Diderot, Satire , DPV, vol 16, p. 553. 

＠ 普林尼 (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 ) ，古罗马博物学家。一一译注

CD Reynolds, Discourses on Art, p. 21. 

© Reynolds, Discourses on Art, p. 169. 

® Reynolds, Discourses on Art,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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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注重炫耀技巧而不是用“最高尚的思想使他们的作品变得庄重高贵＂ 。 而高尚的

思想”正区分了一流大师和只是机械地制作装饰品而非艺术的工匠之不同“心 所

以说，威尼斯和荷兰的艺术都注重用色，取悦人的视觉，主要目的是追求感官愉悦，

一种纯粹的优雅，而不像传统历史画的题材都具有提升精神的崇高性。荷兰画派

对普世之理最缺乏关注，他们的历史画“远远不能代表人类普遍的生活状态，只是

展示了一个国家与众不同的面貌”。@

用约翰·巴雷尔©的话来说，“雷诺兹认为威尼斯人和荷兰人最大的特点是一

门心思地做生意，并把它当作终极目的＂。＠ 当时和雷诺兹持同样观点的人并不少 。

实际上，在 18 世纪，荷兰就是贸易的代名词 。 狄德罗在其 1774 年对低地国家的考

察里用了很短的篇幅来论述画家，他在文章中反问道，”是不是贸易使荷兰人伟大

的头脑狭隘了？不管荷兰画家技艺如何精湛纯熟，他们永远也做不到拥有纯粹的

趣味、宏大的主题和人物”。© 的确，这不仅仅是一个局外人的看法，实际上狄德罗

的一席话切中了 17 世纪繁荣鼎盛时期荷兰人自己争论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商业腐

蚀了美德 。 贸易使人关注具体事物和个别利益，所以荷兰艺术绘画中的”形式和图

像“——如温克尔曼所言——来自千对微小事物和部分的观察，而不是对多个物体

观察后得出的整体理想美的综合呈现 。 因此，”使荷兰画家作品流行的那种优美毫

无价值可言，而且会使荷兰画派永远也达不到拉斐尔作品的那种｀高贵的单纯，静

穆的伟大'”。©

如雷诺兹字里行间暗示的那样，将艺术的精神提升同现代贸易和奢侈的不利

影响对立起来，这样的政治主题也能体现艺术家的个人偏好，表明他们追求的是美

的艺术而非机械的技艺或贸易 。 上述观点上升到体制层面便成为了皇家美术学院

成立的动因之一：将从事复制性工作的版画复制工匠拒之门外 。 尽管所处的环境

不同，但 1648 年成立的巴黎皇家绘画雕塑学院 (Acade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CD Reynolds , Discourses on Art. pp. 43 .57 。 雷诺兹在他的《佛兰德斯与荷兰游记》中赞誉了荷兰画作高

超技巧，但是也提醒我们“这个画派只是想让我们眼花缭乱，而不是心灵有所触动” 。

® Reynolds, Discourses on Art, p. 69. 

＠ 巴雷尔 (J ohn Barrell, 1943一 ），英国艺术史家 。 译注

© J. Barrell, Th e Pohticul Theory of Pui11t ing from Reynold s to Hazli!l (New Haven, 1986), p. 73. 

© D. Diderot. " Voyage en Hollande .''J. Asseza t and M Tourneux . eds., Oeuvres comp如 (Paris .

1876). vol 17, p.430. 

© Winckelmann, R小如iuns, pp.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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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ulpture)与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创建动因是一样的 。 我们可以从它的院规中窥见

经决定 ， 所有的成员一旦有下述行为 ，将被开除院籍 ： 开店展览自己的手

工艺品；在橱窗或住房外展览 ；在工艺品 上印有任何商 业性标志 ； 任何有损于

学院荣誉和地位的 、低俗的 、 ，惟利是图的行会行为。。

尽管这种人为的区分效果显著，但是大量的资料显示，视觉艺术的地位在整个

18 世纪都饱受争议卢 此前艺术行业实行皇室准入制，是一项有着崇高地位和威望

的高端行业，直到 18 世纪末，艺术才逐渐以相对开放的市场为导向，而后被重新定

义为一项自由职业 。 此时，早先将艺术家从中世纪行会控制中脱离出来的学院机

制，不管是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与介入文化和其他领域的以产销挂钩

为基本模式的市场格格不入，因而冲突不断。＠

这种冲突主要体现在许多 18 世纪艺术评论家的如下哀悼中 ： 高雅趣味被低俗

趣味取代了，审美趣味也从历史画转向了肖像画、风景画和风俗画 。 此外，肖像画

的人物不再是君主贵族，而是有权有势者，这就自然地折射出人们对自己财富和权

力的一种自恋 。 同时，艺术家的收入也像富人家里的镜子一样与日俱增 。 1777 年

发表在《 巴黎游记 》上的一篇文章就批判了肖像画和佛兰德斯画派”低级粗鄙＂的题

材，”可悲的是，描绘狂欢场景的佛兰德斯画作却越来越流行”。＠ 不过，夏尔丹©和

格勒兹©这两位静物画家和风俗画家的名利双收（不仅获得艺术界的好评而且商业

0 更多关于 17 世纪对画 家提高 社会地位的争论， 参见 T. Crow , Painter、 and Public 归fe Ill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 New Haven, 1985) , chapter 1, pp. 25 . 3 1 。

＠ 对此有用又有趣的调查，参见 J ean Chatelus, Peindre u Paris au XVI Il e 、iecle ( Pari s , 1991), pp. 

125 ff 。

＠ 安妮 · 贝克 ( Annie Becq)探讨了大卫在 1 9 世纪初期做的实验，那就是在沙龙体制之外举办自己的收

费画展。很有意思的是，大卫用英语的“exhibition”来区别于法语的 " exposition ” ，表明他举办的是英

国那种在商店橱窗展览的、收费的商业画展 。 大卫之后 ，库尔贝在 1 885 年世界博览会 ( Exposition

universell e of 1 885) 的大门前举办自己的画展，这是另一个预示着现代艺术市场将以艺术画廊为基本

组织结构的历史事件 。

© Chat elu s 、 Peine/re a Paris, p. 171 

＠ 夏尔丹(J ean- Bap闷心m的n Chardi n . 1 699—1779) ． 法国画家 。 译注

＠ 格勒兹(J ean-Bapt iste Greuze, 1725- 1805) ，法国画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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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大获成功），似乎游离于官方趣味的统治之外。但他们俩的成功，尤其是被狄

德罗大加赞赏 ·恰恰证明了官方趣味的存在 。 所以雷纳尔。在赞赏夏尔丹的构图魅

力时说的是 ，“夏尔丹的构图是对整个佛兰德斯画派画风的严厉批评＂ 。 同样，狄德

罗对格勒兹的赞扬是，格勒兹开创了“道德画 ”(moral painting)这个新题材的先河 。

这些都无不呼应着另一位评论家的评论 ： “最不高贵的风格也自有其高贵之处 。 ”©

尽管在法国人们似乎不再嗜好”巨作”而喜欢＂小画”，不再欣赏“高贵而崇高的

艺术”，而钟情千＂肤浅的和瞬间的美”，不再偏爱历史画而喜欢风俗画，©但英国的

画家们仍然在努力确立对某种伟大风格的诉求 。 帕特丽夏 · 克朗©认为，英国 18

世纪早期和中期社会和艺术的特点，是那种繁碎、多变、多元、纤巧、不规则和不遵

从 ( lack of subordination ) 的洛可可风格 。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 18 世纪早期的经

典艺术评论（ 比如英国理论家夏夫兹博里空理查德森©和韦布＠的评论）中反复出

现的主题 ：一是下层民众、工匠、商人，特别是女人审美趣味的不合理性；二来就是

运用到家具，装饰和画作中的所谓“现代“风格的女性化，“现代风格就像女人一样，

无论是在主题还是形式上都小而乱”皇 而上述这些理论上的争论也体现在了 18

世纪 50 年代对一些具体事例的看法分歧上，比如画展上展画的类型，允许什么样的

人参展等等 。 当时赞助这些画展的机构是皇家艺术、制造和商业促进学会 。 这个

学会的名字间接表明了 当时英国艺术家在寻求帮助推广高雅趣味和历史画，以及

用历史画取代人物肖像画方面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幸而这个问题最终被皇家美

术学院这个权威机构解决 ，尽管这种解决也是暂时的 。＠

我们知道，许多艺术家和评论家纷纷著书立说，批判荷兰画派商业文化气息浓

厚河是极有讽剌意义的是，这些批评家的批判文章却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是其

0 雷纳尔(G uillaume Thomas Rayna! 、 17 1 3— 1796 ) ． 法国作家 。 译注

® Quota tion、 ci ted in Crow. Paint叮顷nd P汕阮 Lije , pp. l37 , 14 1 ； 有关狄德罗对格勒兹的看法，参见

Didero t . Salon de 1763 . DPV . vol 13, pp. 391 —.）')4 。

＠ 这篇文东非常有趣 。 这个部分余下的关千法国艺术收藏的资料主要来自于这篇文章。

＠ 克朗 (Pa t ricia Crown) ，美国艺术史家、密苏里大学教授。一一译注

© 夏夫兹博里 (Shaftesbury . 167 "1 - 1713 ) ．英国哲学家 。 泽注

＠ 理查德森 (Jonat han Richardson . 1665—1 745) ，英国批评家 。 译注

＠ 书布 <Danie l Webb . 17 1 8- 1 798) ，爱尔兰作家 。 译注

@ Pa tricia Crown,''British Rococo as Social :llld Pol itical S tyle ," E ixhteem/,-Century Stud比1 23: 3 

( l 99( ) ) . p. 28 1. 

＠ 参见 la in Pears, The Disco设ryof Paint in!{ (New Haven . 1988) . chapter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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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经济收入。这就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了艺术与金钱的基本矛盾。法国和英国

涌现出了一批与之前的鉴赏家品味截然不同的收藏家（法国的收藏家可能从

1701-1720 年的 150 人上升到 175 1—1790 年的 500 人） 。 荷兰和佛兰德斯画作的

收藏量剧增这个事实，也许反映出了新兴收藏家队伍的壮大 。 这也是狄德罗抱怨

艺术市场的投机行为导致艺术品质下降的部分社会背景。 艺术公众队伍的壮大和

分化打破了早期贵族收藏家审美权威，让评论鉴赏家走下艺术顾问的神坛，同时造

成宏大风格画作的销量大幅减少，与此相反，艺术商崛起成为了艺术审美品位的领

军人物，引领审美趣味转向 19 世纪晚期的风景画和风俗画。

克里斯托夫 · 波米扬CD认为，从表现宏伟、古典、宗教和国家历史主题的意大利

画派或意大利风格画，转向了荷兰和佛兰德斯画派的风俗画，这涉及艺术评判的焦

点从评论家雷诺兹和狄德罗一类作家所提出的种种规范，向画作归属问题的转移，

而画商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波米扬强调，画作归属对艺术理论评判的

胜利只局限于市场范围内，市场之外美学仍然保有它至高尤上的权力：

当荷兰和佛兰德斯画作风靡市场之际 ，新古典主义在市场以外的领域完

胜 ， 并且在意大利画风中得到复兴且劲头强势 。 一种新型的可与商人抗衡的

鉴赏家队伍形成了 ： 那就是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史家。＠

五、无功利性的幻象

艺术史，艺术批评和美学的发展 至少在德国如此，德国的鲍姆加登©首先

为这个学科命名 不仅反映出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开始逐渐脱离原先的功能语

境，并且推动了美学与贸易在概念上的对立 。 关于这点可见于世纪末德国作家关

于阅读的论争。当时通俗读物一—指的是针对女性读者的读物如通俗形式的诗

0 波米扬(Kzrysztof Pomian, 1934— )波兰哲学家和史学家 。 译注

＠ 关于 1 8 世纪 40 年代 以后英国对荷兰 画作的收藏情况，参见 Louise Lippincott, Seiling Art. in 

Georg如1 London (New Haven , 1983) , pp. 61—62,121—123; Pears, The Discovery of Painting, 

pp. 1 61~ 169 。

＠ 鲍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1714~ 1 762) ，德国哲学家、美学学科的命名者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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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期刊哥特小说和爱情小说一—的需求量增长迅猛，盖过了具有哲理性精神提

升的文本的需求势头 。 这种现象在“严肃作家“看来，（这些作家也越来越依赖市场

维生）标志着文化的退化，这种退化的原因是文学生产以商业为导向。通俗文学崛

起的挑战极大地影响了美学理论的形成，强化了对知识结构、审美距离、创作的独

创性、真正艺术品的非商业性的重视。 弗里德里希·席勒。靠笔维生，他对艺术功

能所做的哲学思考通常是分析事物的具体利弊；而哲学家康德＠很少关注巴黎和伦

敦的艺术领域，也不涉足纯文学市场，对他来说，美学与商业的对立仅仅只是一种

猜想。

温克尔曼在《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这篇文章中指

出，艺术从古代走到现代，是从优雅走向堕落，这种变化主要是商业经济的腐蚀性

所致。在说明古希腊人特殊的培养“高雅趣味”的方式时，温克尔曼着重突出了古

典竞技场作为艺术家的学校这一点，因为在竞技场，自然美通过裸体的形式供艺术

家观察学习（幸好当时没有我们今天关于体面的条条框框） ：

最完美的裸体在这里以多样的 、 自然的和优雅的动作和姿势展现在人们

的眼前，这些动作和姿势是我们美术学院里雇佣的模特远远做不到的。

内心的感受决定着真实性的特征，因此想把这一特征赋予自己写生作品

的画家 ， 假如他不能以自己来取代模特儿消极、冷漠的心灵无法感受和无法用

动作表达的特定感觉和情绪的话，那是无法捕捉任何真实的影子的。＠

这里的本真性和高贵（至少在理想情况下）体现在艺术家的内心感受，而不是

毫无优雅可言的雇佣模特，他们的动作不是自我意愿的表达，而只是雇主要求他们

摆的姿势 。 然而，艺术家自身也被这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所扭曲，因为“我们这个

时代艺术家的创作多为生计所迫而不是为了追求荣誉“应 不仅艺术家的作品在买

家手中，随其任意摆放，可能就摆在一个不适合观赏的地方，而且艺术家本人也或

多或少为生计所迫 ，不得不拿出自己学徒期学会的实用技巧养家糊口。这样一来，

＠ 席勒(Frie如ch Schiller, 1 759一1805) ，德国哲学家和诗人。一一译注

＠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一1804) ，德国哲学家。一一译注

Gl) Winckelmann, Reflections, p. 13. 

® Winckelmann, Reflections,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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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就没心思仔细研究形式美的原则，像米开朗基罗一样掌握形式美的原则从

而如此接近古代的艺术成就。

温克尔曼的艺术观，从哲学层面跟康德比较的话，显得较为幼稚。不过他提到

的一些主题，康德也在“第三批判”里有论述到。于康德而言，趣味不是高贵的标

签，艺术也不仅仅只是对自然优雅的学习，在他的哲学系统里，美的体验是人类认

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必由之路 。 不过，康德认为美的艺术本质（与诸如饭桌上的

闲谈和游戏似的恓意之艺术相对立）蕴含着我们熟悉的几个对立，一是与机械或手

工相对立，二是与一切向钱看的行为相对立。 康德的美学基本原则是 ： “我们只把

通过自由而产生的东西称之为艺术，亦即通过一种将行为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

选择能力 。 ”CD

此外，康德毫不含糊地区分了艺术与科学，这两者在康德区分之前的一两百年

间都不分彼此。一方面，自 由意味着不为科学所具有的法则所秷桔，艺术是创造性

天才的产物 。 于天才来言，技巧的训练和对古人范本的模仿培养了他创作的灵性，

这种灵性能自然而然地创作出新的作品 。 因为“天才就是一个主体在他的认知诸

机能的自由运用里表现着他的天赋才能的典范式的独创性” 。 这种对艺术理性的

强调确保了他们的自由：他们只遵循艺术领域内部的规则而不听从任何艺术之外

的指令。（康德区分了两种画，一是＂仅仅被人观赏＂的画，它被“合适地称之为画“,

另一种则是“意在传授给我们什么，如历史和自然科学知识的“画 。）也另一方面：

艺术不同于手工艺，前者是自由的，后者则是雇佣的。我们把自由的艺术

称之为艺术，它有一种合目的性的成功，好像是一种游戏 ，换言之 ， 它自身是令

人愉悦的；我们把雇佣的艺术叫作劳作，即它自身是不快的（劳顿的），它吸引

我们的只是其结果（如工资） ，所 以人们不得不去做。＠

上述这段话，不仅与 18 世纪艺术家们的关注点契合，也呼应着康德有关鉴赏理

论的基本要素：＂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对某一对象或其表现

CD l. Kant, Critique of Judgement <Indianapolis, 1987). p.170. 

＠ 这段话阐明了克莱门特 · 格林伯格是怎样将自己的“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溯源到康德美学体系的（如

果我们将艺术里的“自主理性”[autonomous rea、on]转换为“媒介逻辑“[ logic of the medium]) 。

® I. Kant, Cr/, tiqueof Judgement, pp.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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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一种判断力 。 ”0美的体验是对作为“目的＂的对象的体验，或者我们也可以

说，是有某种设计的特征一—但是对观赏者没有明确目的 。 观赏者没有参与到与

之相关的设计行为之中（包括科学认知的行为）。因此，艺术品是“自由的美”，它的

设计和目的是抽象的、原则上的，不指向任何确定的概念；再结合康德对美的（交

互）主体论断，这也就反映一个事实，即观赏者的鉴赏判断不受到任何功能概念的

局限，观众不会想着这个物体能为我做什么，因此，这个对象并不涉及“它所呈现

（意味）其所是的概念，当静观其形式时，我们的想象力是游戏性的，而概念只会限

制想象力的自由“ 。 。

这里的”功利”既包括道德（我们有向善的功利），也包括 18 世纪的对这个词语

的共识，即“它的主要意思是经济利益”皇 审美静观领域完全有别千实践行动的领

域：后者是善的领域，是实践理性的对象，是快感（愉悦感官）和满足“物质“需求的

领域 。 （在举食物这个例子时，康德说，“只有在需要满足后，人才能在许多入里面

分辨出谁有鉴赏力，谁没有鉴赏力”。@)自由，至少意志的自由，对千道德来说是必

不可少的，审美的自由意味着要摒弃物质欲求及使这种欲求得到满足的经济领域。

审美活动既不需要占有物体，也不需要消费它，需要的只有感知 。

康德对艺术本质的看法很复杂，很多概念错综交织在“自由“这一理念的主线

上 。 美的事物的生产必须和劳动区别开来，应该有贵族的特质，“艺术应该避免任

何刻意费力” 。 因此，与“劳作”相对的“游戏”概念就十分重要：这里的劳作指的是

雇佣劳动 。 艺术必须在两个层面上都是自由的：一是艺术”不应是惟利是图的行业

(Lohngeschaft) ，因为这一来就有了一个固定标准来评价、索取和买卖劳动”。二是

“从事艺术的人必须把心思都放在所做的事情上，并从中得到满足，从而不去期待

其他欲求的满足，比如说获得报酬 ( Lohn )” 。 ©

审美的贵族特质在康德论崇高这一部分中最为突出 。崇高对物质的实践和体

验，也是体现理性优越千想象的体验。与美的体验一样，崇高的体验都预设了一个

Q) I. Kant. Critique of Judgement, p. 53. 

® I. Kant, Cr il/.que of ] udgemenl . p. 77. 

＠ 赫希曼梳理了“利益”一词的词源演变，它原来有“关心 、渴望、和好处”等意，后来夏夫兹博里将其定义

成“对维持我们生存和生活的一切便利设施的欲望＂ 。 休谟将其定义为“图利 ”(interested a ffect ion) 和

“爱财'' ( l ove of gain ) 。

® l. Kant. Cr itique of Judgement . p. 52. 

@ I. Kant, Critique of Judgement, p.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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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那就是物质需求的满足，具体而言就是人身安全要得到保障：“谁害怕，那他

就不能对自然的崇高下评判，就像谁被偏爱和欲望支配着，就同样不能对美下判

断 。”不过矛盾的是 ，一旦我们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我们在安全地带后，我们就能

回应我们看到的危险刺激（有审美回应却没有实际回应），我们的生理需求如财富、

健康和生命都无足轻重 。 上述这种审美反应解释了社会为什么会崇敬”一个能不

惊讶、不畏惧、不躲避危险，同时能充分地思考、有力地从事他工作的人＂ 。 而这种

品质在战士身上展现无遗 。 因此，”人们尽管对于政治家和将军相比较谁更值得尊

敬这一点争论很多，审美的判断却肯定后者” 。 因为“战争它自身就具有崇高性，而

和平与此相反，会使单纯的商业精神，低级的自利主义，胆怯和软弱占上风，使人民

的思想风度趋千卑下” 。 (D 我们之前论述过休谟和卢梭认为商业使公民道德及公民

道德水准下降 。 在这里，从这些篇章的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康德 这位休谟

和卢梭的门徒-认为是以前的贵族（军事）价值观被改变成了一种精神原则 。

既然劳作被作为雇佣劳动代表着反贵族特质的商业文化，那么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游戏体现的是一种审美的冲动 。 1 8 世纪末，这个论点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书

简 》 (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 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 席勒认为“我们这个时

代的性格”，从“人性的现今形式与以前的、特别是古希腊人性格的惊人对比之中“

可见一斑。 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细化｀古代人的完整人性被撕成碎片，因此，“我们

看到的不再是单个的主体，而只是发展了他们某部分天赋的人所组成的阶级。 而

他们其余的部分就如生长受阻碍的植物一样，只留下了微弱的痕迹”。＠ 当一个社

会“只强调鼓励公民对个别技巧的高强度训练，而对公民忽视自己全面发展自己能

力的现象乐见其成时，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断言 ： 其他能力的牺牲是为了一心一意去

发展可以获得荣誉和利益的能力”?© 故艺术 （游戏冲动的体现）的职责就是将破碎

了的人完整起来，“通过更高的艺术来恢复被技巧破坏了的我们自然（本性）的这种

完整性”。@

如果艺术要起到教育大众，提升社会的作用，那么艺术就必须抗拒当今时代的

(D I. Kant. Crit ique of } ud只emenl , pp. 121 - 122. 

@ F. Schi ll er . On t.h.e Aesthet ic Education()f Man, E. M. Wilkinson and L. A. Willoughby trans. 

(Oxford . 1%7) . pp.3 1, 33. 

CD F. Schi ll er. 011 the A小（如(l( EduLU (1(）ll d MUII · 1). 37. 

CD F. Schill er, On （加 A吓1如tic Eduwlion of Mau ,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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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所特有的力量。艺术家要保护自己免遭现代性堕落的影响：“使他向上仰望，

呼唤尊严和宇宙法则，而不是向下注目 财富和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他得在志趣

相投的人群中寻找受众，因为那些“除了知道谋利要辛苦，俯首可得收益以外，不知

道还有别的价值尺度的人 他们怎么会有能力去尊重趣味为培养人的内在和外

在所做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叽） 审美不仅能调和个人内心冲突，也能促进社会的和

谐 。 借助于审美，人得以将理性和感性两种冲动融合起来 。 现实分裂之人通过这

种新的精神体验，走向了正常的状态 。 艺术也就成为了未来入类幸福的希望，尽管

当下艺术只是提供了一种将平凡现实高尚化的理想假象 。 也就是说，趣味就是：

给赤裸裸的、有损于自由 公 民的尊严 的 物 质需求罩上一层它自己柔和的

面纱 ，使我们在可喜的自由幻影中看不 到 它同物质的可耻的亲缘关系 。 即使

是摇尾乞怜的雇佣，若添上趣味的翅膀，也能脱离尘垢 。＠

这段话出现在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一书的结尾部分，直白地道出了现代艺术

实践的核心冲突 作为商品的艺术品想要表现出某种超越庸俗商业气息的趣

味，至少在形式上希望能够超越 。 隐含在这种艺术实践下的基本观点是：艺术的生

产与其他形式的生产不同，它能够独立于市场 。 因此．艺术是一种游戏，而不是劳

作 。 就算被认为是劳作，它也与当今的工作不同，它是一个人的整体在工作，而不

是用某个部分在工作 。 因此，它是纯然创造性的活动 ． 不为机械程序所剧 。 此外，

它还是无功利性的，它追求的不是物质需求的满足 。 然而实际上，艺术的独立自主

得益于现代社会之前的赞助入体制的解体 。 由于赞助人体制的解体，艺术作品得

以从中脱离出来，艺术生产也得以面向市场 。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祛除艺术脱离

商业文化（其实艺术的现代形式正是诞生于商业文化）的＂愉悦幻觉＂，而且我们可

以清楚地看到：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体制下，艺术家们一方面声称要肩负起更高

的职责，另一方面又抱怨自己从事艺术收入不多 。

至于消费者，对艺术的推崇反映出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一种愿望：摆脱商业阶

层的羁绊，跻身上流，成为受人尊敬的过去贵族文化的继承者。它不但是财富成功

CD F. Schiller, 0,11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pp. 57 . 65. 

(2) F. Schiller, 0,, lhe Ae.sthet ic Educa1io11 of Ma n , pp. 20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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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签，也是文化优越的体现 ： 一方面，涉足自主的艺术作品意味着对现实生活的

超脱，另一方面欣赏收藏艺术作品，也需要金钱和建立在金钱上的闲情逸致 。 绘

画、音乐、文学和其他艺术被赋予了新的用途，用来培养一种与物质需求保持着一

种距离的鉴赏力和有广阔自由空间的审美反应，而这也就是所谓的艺术自 主性。

艺术自主性这个观点不仅将艺术从它之前的社会功能中脱离出来，也从概念上将

艺术与日常生活分离开来。因为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普通大众，都在日常生活中

为经济利益所驱使，只有在审美时能短暂地摆脱经济利益 。 实际上，尽管审美宣称

要独立于经济领域，但是审美趣味既是从经济领域的特权中衍生出来的，又成为经

济特权的一大标志 。 尽管艺术超越社会现实这种观点为如下两点提供了自然主义

伪装物：真正的艺术诞生于历史进程之中；对艺术的审美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前

提的一一闲情和教育，但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真相也会为大众所

知 。 1859 年，波德莱尔在欣赏当年的沙龙时有所感触道，”诗和工业进步是两个本

能上互相仇恨的野心家” 。 1846 年，同是这位诗人在其沙龙艺评《给资产者》一文中

写道”正像你们当中谁也不能没有权势一样，任何人也不能没有诗 。 ”CD

CD Charles Baudelaire, Art 、/，11 Paris, 184 1- 1862, Jonathan Mayne trans. (Oxford, 1965 ), pp. 41,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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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南希著 张驭茜译

让一吕克·南希 (Jean-Luc Nancy, 1940一 ），法

国当代哲学家 。 1973 年在保罗 · 利科指导下，以其论

述康德的论文荻得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特拉斯堡

的人文大学，作为哲学教授，他广泛参与了法国外交部

的诸多文化事务，并赢得了国际名声 。 南希著述丰硕，

著有《形 象的根基》《 文学的绝对》《世界的感官》《多 样化

的艺术》《 缪斯 》等。

本文是南希在意大利布雷拉美术学院的演讲 。 他

从今日艺术与当代艺术的不同入手，着重从哲学上阐释了艺术今天所面临的

困境 。 依据海德格尔关于赋子世界以意义的观念，南希解析了艺术的本质特

性，通过描述当代艺术背离传统寀臼而另辟蹊径的激变，南希提出，今日艺术

的核心问题就是何谓艺术，亦即追问给予世界一种形式如何可能和如何可取

的问题 。 换言之，今日艺术不断地颠覆现有的艺术规则和理解，也就是在不断

地质疑艺术中形式之构成，这就导致了艺术的质疑变成为某种无初始图式的

形式，所以，今日艺术的任务也许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图式和图式论的情况下推

进。 在演讲的后半部，南希转向了艺术赋义性的讨论。 他认为艺术赋义的过

程中虽然在不断地质疑自身，但有两个要素构成了艺术 姿态和符号 。 前

者包含了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族群意味，后者则超越艺术自身的功能，指向艺

＊本文根据让—吕克 ·南希于 2006 年 3 月 22 日在意大利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 (Accademia di Brera) 

所做的演讲整理而成，没有在法国发表。 这篇讲稿已经在意大利以“L'arte, oggi”为题收在费德里

克 · 费拉里 (Federico Ferra ri ) 所编的 Del contempora11eo ( Milan, 2007) 中 。 本文根据发表千

J ournaL of Visua l Culture 杂志 (2010 年 4 月第 9 卷）的英译本译出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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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以外的世界 。

感谢费德里克（费拉里），感谢布雷拉美术学院、斯特林 (Stelli ne) 基金会以及法

国文化中心，不仅是为邀请我，也是为组织这一系列关于当代艺术以及与当代艺术

相关问题的演讲，感谢你们的到来 。 如费德里克刚刚所说，我不准备根据预先写好

的文稿来讲，我只有一些提要，因为我希望这次演讲具有即兴的优点，我认为这会

使我们更容易在演讲之后进入对话和讨论环节 。 即兴的另一个优点是同声翻译更

容易，也有助于你们当 中需要听翻译的那些人 如果对译者来说，我说得太快，

她会示意我，我会放慢速度，这样所有人都能明白 。

我给这次活动起的标题是“今日艺术”，我不用“当代艺术”恰恰是因为当代艺

术是一个属于艺术史的固定词组，如你们知道的那样，其中有印象派时代、野兽派

时代、立体主义时代、超现实主义时代、先锋派时代，还有那些正开始形成（或不属

于）当代艺术的一部分的运动 意大利的＂贫穷艺术气超写实主义。当代艺术还

是一个奇怪的历史范畴，因为其边界不停地在变化，但一般不会回到 20 年或 30 年

前，因此它的范畴边界还会继续变化 。 关于这个范畴，可以说，如今在世界某处创

作的一些艺术品不属于当代艺术。今天 ，如果一个画家通过古典技巧创作一幅写

实主义绘画，它就不属于当代艺术，它会缺乏某种标记一—我们称之为“当代”的独

特标准 。

随后，马上就碰到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在艺术史中，我们如何可能去接受一个

没有指明和标明任何特有审美形态的范畴，我们曾经评述过超写实主义、立体主

义，甚至“人体艺术”或者”大地艺术“，却不能接受一个只是承载着“当代”之名的范

畴？换言之，它在当代艺术史和界定艺术的范畴当 中出现，或者至少在一定数量 、

特别是在造型艺术领域的艺术实践中出现（我们知道，这可以联系到音乐和电影，

至少实验电影的某些方面，但事实仍然是一一这种表达尤其是被用于造型艺术领

域） 。 然而，必须说这触及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 如果我说“造型艺术”指的是当代

艺术，我已经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从原则上来说，造型艺术是绘画、素描、

雕塑、雕刻、陶艺，但这种一般意义上的造型艺术，还必须包含装置和在表演及事件

形式中仍存在但现在却不再叫作即兴表演的东西，所以，”当代”这个术语乃是一个

某种程度上违背或至少是趋向于违背（更确切地讲）审美或学科的范畴，比如说“造

型艺术” 。 正因为这个原因或这些原因，我采用了“今日艺术”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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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艺术立于何处？今日艺术发生了什么？首先，”当代艺术”这个范畴被创

造出来并被加以使用 。 这个范畴很快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因为就其时代来说，艺术

从来都是当代的 。 米开朗基罗是当代的，普拉克西特里斯。是当代的，拉斯科＠的画

家和他们的同代入是当代的，一个艺术家怎么会不是当代的呢？他或她不会是当

代的，除非他或她从事某种艺术风格，就是说，如果今天有入用普桑或雷诺阿©风格

绘制一幅画，他或她就不是当代的，他或她甚至也不是与雷诺阿或德拉克洛瓦©同

时代的，没人跟他或她同时代，他或她会在重复形式的某一处 。 所以我们说艺术永

远是当代的，因为它永远属于当代空间、现实空间中的形式创作，在这个现实中 ． 如

果我们谈论的是造型艺术，艺术首先让我们感觉到和看到 。

所以说，艺术是让我们感觉 。 感觉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当代世界的某种构形，

在世界中某种自我塑造和自我知觉 。 拉斯科的人向自己呈现自己，他向他的同代

人呈现他们世界的形式，乔托呈现他自己并向他的同代入呈现一种世界的形式 。

“世界”意味着什么 ？ “世界”意味着意义的某种可能性，意味着意义流通的某种可

能性 。 在这里，我是在暗指海德格尔©的一个定义，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可赋义性”

(significab山ties) 的总体，它是意义的可能性，不是给定赋义的总体，而是赋义可能

性的总体 。 因此乔托、普桑、德拉克洛瓦、毕加索、沃霍尔呈现并给出一个意义流

通、赋义的某种可能性的形式，不是说这个意义停留在口头的赋义上 它不是意

义的一个属性（因为有时是哲学，但更多是意识形态，说“世界的意义是这个＂的时

候，世界的意义是一个走向人性的故事，抑或世界的意义就是离开世界到另一个世

界去，抑或世界的意义是没有意义的） 。 我所谈论的意义是艺术所构形的意义，是

考虑到赞赏、认可、感觉流通的意义，而不是将它们固定在一个终极的意义中 。 艺

术从不对我们说“世界的意义、生活的意义是这个＂，即使当艺术充满了宗教，例如，

当艺术不断地描绘耶稣受难、埋葬耶稣、耶稣复活和耶稣诞生时，艺术除了塑造基

督教真理以外，还塑造了一些东西 。 同样地，基督教艺术最突出的就是它除了塑造

基督教教义以外，还塑造了其他的一些东西 。 在所有基督教教义形式中，例举信经

＠普拉克西特里斯(Praxi t e l es) ．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雕塑家。一译注

＠ 拉斯科(Lascaux) ，法国西南部的地名，此处意指拉斯科洞穴壁画，展旧石器时代 。 ——译注

＠ 雷诺阿( Pierr~ Augu邓t e Renoi r. 1841 - 1919 ) ，法国印象派画家 。 译注

＠ 德拉克洛瓦 ( Eugene Delacroix, 1798一 1 863) ，法国浪漫派画家。 ——译注

＠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 1976 ) ，德国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家。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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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就足够了，因为信经曲不需要图像和一般艺术。今天早上，当费德里克带我去看

《隆丹尼尼圣荡砂时，我思考着《圣疡卢与基督教启示的距离有多远，显然 ， 它使用

了基督教启示的素材，可它说了什么 ？ 它完全说的是别的东西 ，它说了很多我不能

说的东西 。 此外，在它所处的状态中，无论这个状态是因为米开朗基罗的死，或是

因为他的期望，或者是因为他在 10 多年中创作这《圣荡 》所遇到的困难，它什么都没

说，实际上它并没有说话 。 它导致了一种形式的出现，其中发挥……什么？某种预

示、伤痛、受难、人体以及艺术家自己姿态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那就是艺术的紧要关头，如果形式的建立给世界以可能性 一个

普通的、日常的世界 要么限于现成的、无限重复的赋义中， 如基本赋义（生活 、

生存、谋生之道，还有因向死而生渐渐失去你的生活、制作或生产这个或那个、制作

物品、进行交流、生孩子、学东西、遗忘等等），或者相反，限于赋义的不在场，在这种

情况下，世界敞开了什么？ 世界的其他可能性 。 我想说每次敞开世界，为它自己、

为世界的可能性敞开世界，敞开可能性从而敞开意义，艺术就在那里，尽管意义在

给出的时候已经关闭了 。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 我们总是说每个艺术家都有一个世

界，或者儿乎可以说每个艺术家就是一个世界：米开朗基罗 、毕加索、塞尚，也可以

说所有其他人｀像贝多芬、威尔第＠或者普鲁斯特，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是一

个赋义的可能性 在某种程度上，把它自己拒之门外但是同时开启了可能，尤其

是通过开启理智、人们的感性，通过将我们的感性向一种新形式的可能性开启，这

种可能性到那时还尚未察觉得到 。 如普鲁斯特所说，作家塑造他的读者，读者在作

家开始时并不存在，只有在作品的影响下才开始存在 。 大家知道，当普鲁斯特开始

出版《追忆似水年华 》时，就像当卡拉瓦乔开始画画一样，没人能懂，而且这种情况

常常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就像普桑说卡拉瓦乔的出现是为了毁灭绘画一样：他不懂

卡拉瓦乔 。

我将回到今日艺术和当代的问题上。当代艺术发生了什么？当代艺术产生了

O 《隆丹尼尼圣疡》系米开朗基罗 1 6 世纪 51) 年代所完成的一件大理石雕塑，藏于米兰斯福扎斯科城堡

古代艺术博物馆内。一一译注

@《圣荡》系米开朗基罗 1498—1499 年所完成的一件大理石雕塑，藏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内 。 译

注

＠ 威尔第（心useppe Verdi, 1813一 1 90 1 ) ，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一译注

＠ 普鲁斯特 ( Marce l Proust, 1871—1922 ) ， 法国小说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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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形式、构成了什么形式？你们跟我一样知道，可能在法国比在意大利更明显，

当代艺术引发了关于艺术的巨大争论 。 所谓的当代艺术所产生的意义空间是充满

矛盾、争论的空间，有时还会很激烈，其核心乃是对艺术的质疑，因为你们清楚，如

果你跟人们谈论当代艺术，很多人都会说那并不是艺术（我不想费心例举你们脑中

已有的作品） 。 另外，我想说，这个问题不完全是从今天开始的，但是我们可以说，

当代艺术中显而易见的是它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形式的开启 首先是一种质疑，

某种形式的质疑。可能一个质疑并不能完全构成一个世界，或者意义流通仅仅是

充满疑问和忧虑的流通，有时是苦涩的流通，这是一个困难的世界、脆弱的世界、令

人不安的世界 。

因此，我们应怎样来理解这一现象呢？至此，我想说当代艺术的核心问题就是

何谓艺术 。 首先，今日艺术就是追问“什么是艺术？”的艺术，所以它就是要追问给

予世界一种形式如何可能和如何可取 。 有一些（也许很多）当代艺术作品和创作特

别提出了这样的艺术问题，问题并不新，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 。 确切地说，我认为

这通常可以追溯到杜尚心 大家都很清楚，当杜尚在纽约展出一个普通的、工厂制

作的小便器，并赋予《泉》之名时，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非常复杂的行为，因为他

宣告”这就是艺术“，而这与直到那时人们所知道的任何艺术形式的创作都不相干 。

而且，由此出发，杜尚常常会把艺术定义成某种“约会”的事实，但是这约会在某种

程度上并不是约会，而是以下两者的照面，一方面是被称之为艺术家的人，另一方

面则是他或她在特定时刻将选择和解读为某种形式的物品，有时是小便器，有时是

自行车轮等等。很明显，对艺术的质疑显然是作为对形式之构成的质疑而提出来

的，因为并没有什么可以给与的初始形式。我想用康德的说法和概念来说明它，这

些说法和观念在这里是很有用的，我要说的是，所质疑的乃是一个无初始图式的形

式（你们知道，就像康德所言，他所说的“图式”是一个非感知的形象，先于可能的可

感知形象） 。 今日艺术的任务也许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图式和图式论的情况下推进，

并不存在含有预先给与和预先处理的形式的可能性 。 但我说的乃是一般意义上的

“种种形式”，不只是视觉形式，也包括声音形式和词语形式。

那么以前的艺术图式论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回到了我刚刚所说的有关基督

教艺术的问题上：基督教教义、宗教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图式论 从它开始，存在

CD 杜尚 (Marce l Duchamp, 1887-1968) ，法国艺术家。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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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形式的可能性，你们知道宗教的一切神秘，你们描绘苦难、复活、怀孕的处女等

等。也有对古代神话的总体呼唤，然后是对伟大的历史场景和事件，其中暗含政

治、城邦辉煌及王子等的总体呼唤，还有对人类形象本身、人作为意义的形象、作为

一个英雄式或充满激情的形象的总体呼唤，甚至处千灾难的边缘，如席里柯呀叭美

杜莎的召唤》或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中所描绘的那样。《格尔尼卡 》是一幅有着鲜

明意义的画作，因为它可能是历史上最后一批杰作之一，以前的分类会把这批画作

称为历史画 。 你们很清楚一段时间之后，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日期，但却可以界定

为在《格尔尼卡 》之后，整个可能的图式论消失了，甚至是人自己的图式论，不同的

人的形象和人性的图式论消失了，它们曾经对创造形式的种种可能性给与支持，这

一消失揭示了当今世界的特点 ，它让我们处千一个对世界、对意义感到迷茫的世界

中，处于一种伟大图式和伟大调节理念的匮乏之中，无论这些图式或理念是宗教

的、政治的或是美学的，所以人们可以从当代艺术讲述自我、讲述那个自我的无形

状态开始说起 。

这也是为什么当代艺术家们常常把自己描述为目击者而不是艺术家的原因所

在 。 如果我们听说人们创造“艺术家”这个词是为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原因，那

么“创造“这个词就变得既可疑，又被高估了，就像在当今法国，维护受到如此威胁

的艺术院校，或维系那些确保对艺术家作品经济上和公共的支持的可能性，已是相

当困难和复杂，我暂且不讨论这一方面，尽管它很重要，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

们可以在后面讨论 。 “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或创造者，我是在作证“，一个人作证，然

后，他只能讲述，只能证实没有赋予形式或创造意义的可能性的事实 。 所以你给出

现成的、非常清楚的、没有神秘感的意义 。 到那个程度，尽管我自己（我想我们中的

大多数人来自欧洲社会，部分来自美国社会），常常被当代艺术品所冒犯，不是说我

不理解它们，而是我常常不得不说我太理解它们了 。 我看到那些向我传达出许多

内涵的作品，它们在对我说：“你看，这就是战争 。 ”

我想到的是一个法国艺术家的例子，希尔维 · 布洛奇，＠她展示一件军服，一件

伞兵的迷彩服，带有头发钉着的女人的头的仿制品，我不确定它的标题是（（ 强奸波

斯尼亚》还是没有标题，但在某处有注解说《强奸波斯尼亚》，所以，如果你们喜欢，

0 席里柯 (J ean-Loui、 Andre Th的<lore Gericault . 179 1一1824) ．法国画家 。 译注

0 布洛奇 ( Sylvie Blocher) ． 法国当代艺术家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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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种族清洗的形象有着强奸的理念 。 我并不是说这个作品完全剥除了形式，甚

至是一个模糊的形式，即一件伞兵制服的男性的、战斗的、军人的外形，但是显然这

是众多涵义优先的作品中的一个例子，而且我像大多数人一样，在过多涵义的作品

前感到不舒服，涵义是彻底的、完整的，“强奸是可耻的，种族强奸更是如此，因为你

们非常清楚在前南斯拉夫战争中的强奸后果” 。 我知道，在这个系列演讲的第一个

演讲中，乔治 · 迪迪—于贝尔曼奴取材自南斯拉夫战争的葬礼场景）表达了哀伤，

你们则谈到了一些艺术作品 。 在于贝尔曼讨论的案例中，我发现艺术家可以从照

片中找到某些形式的可能性，但是这恰恰存在着一个原始情境的问题，恐怖和恶行

的情境就是强奸 。 是的，在这些作品中存在形式，但是有一个先千它并主导着它的

信息 。

所以，我发现自己很尴尬，有时甚至就是极力反对某些艺术姿态 它们几乎

专门是意义的姿态，常常意味着政治姿态，然而应该说艺术理念是直接政治的、即

刻政治的确实完全是一种当代理念，它甚至是一种远离艺术家的初衷的理念。例

如，毕加索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立场的艺术家，但是《格尔尼卡》全然是另一回事，

因为它不是一幅“共产主义绘画” 。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色

彩的绘画根本不是《格尔尼卡 》，也根本不是艺术，就是因为它们只是纯粹的意义。

因此如果我被它所冒犯比如果事实上我常常认为证据是存在的，且不仅仅是有关世

界形态的证据，还有有关艺术可能性极度贫乏的证据，一种并非“arto povera”的贫

乏，尽管“arto povera”一一＂贫困艺术”＠这个术语有相当丰富的关于那时当代语境

的迹象，但是对我们来说已经有一点属于过去了 。 因此，如果我被它严重冒犯了，

如果我发现从当代艺术中形成一个战场有很多原因（对我来说这种情况意大利比

法国少，因为在法国，当代艺术战争一直都在发生，可能现在稍微少一些，但是有 10

年时间这种战争每天不停地存在千报纸、杂志、书籍中 它真的是一个开放的问

题。有激烈的谴责，甚至更过火的吹嘘，这场战争或者这场争论与美学争论并非同

一趋势，不仅仅同贯穿艺术史的美学争论不是同一趋势（例如我刚刚想到的被普桑

所评判的卡拉瓦乔），而且我们也可以说这对浪漫主义者、印象主义者、立体主义者

CD 迪迪一于贝尔曼(Georges Didi- Huberman, 1953一 ），法国哲学家和艺术史家 。 译注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前苏联官方提倡的一种刻板的创作方法。

@ “贫困艺术”(arto povera)是 21) 世纪 60 年代意大利出现的一个艺术运动，其发起者切兰 (Germano

Cela nt) 主张用廉价的废弃物来创作艺术品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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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是一样的 。 如果我理解所有这些，我认为我们不该犹豫简单地去说”是的，这

是真的，这就是当代艺术的处境＂，我们不能犯错误，说”是的，但是那是一种政治的

艺术，一种证明的艺术“ ， 因为这样说的话，我们就会忘记”什么是艺术？”这一质疑，

并将艺术变成了某种意义的生产 。

另一方面，同时，我也确实认为，通过这种贫乏、这种矛盾，这些有时并非总是

出现僵局的艺术作品或事业有着某种给予我们精神食粮的东西，而这精神食粮正

是“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 。 至少，如果我们赞同每一个当代艺术宣言都是一个询

问“什么是艺术？”的机会，那么我们就会在布展上稍有变化，也就是，我们不再去评

判所有当代艺术，是赞同还是反对，这样我们就远离了那些有时像是支配双年展中

的某些艺术事件的态度，无论在威尼斯还是在里昂 。 以下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 即有

时我们要辨识是什么样的歧视评价在左右着我们对作品的选择，或者说 ． 是否压根

儿就没有任何无歧视的原则（即一种在没有图式和无既定标准条件下我们即可理

解的原则） 。

但是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我想说的是，当代艺术始终不停地让我们放弃

“什么是艺术？”的间题，或者迫使我们放弃这个问题。 而我要试着说的本次演讲的

最后一个主题 ，还是这个问题：意义并不会开启一个世界，但却可以阐说一个封闭

的世界、锁闭的世界、无任何开启的世界 。 不管一切，在我们可评价且有这样意义

的艺术活动中，艺术还留下什么呢？至少留下了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 首先

是姿态保留下来了，其次，我不知道准确的词该是什么，我想说的是在姿态的尽头

留下的是符号，但它是一种不表示的符号 。 所以姿态还在 ： 除了意义，每一件艺术

作品都暗含某种东西，暗含一种行为、一种姿态 。 希尔维 · 布洛奇将伞兵制服挂在

墙上，她用某种方式将它钉牢，在上面钉了一头浓发，当然，其中有我所说的意义的

过度，但也有姿态，她的某种艺术家姿态 。

什么是姿态？姿态既不是一种运动也不是一种形式的概述 。 姿态，通常说来，

我是说在生活中，是一种意图的附属物，但是在其中又外在于意图 。 我们说话时 ，

我们会做手势，就像我现在所做的， 意大利人以说话时手势多而闻名，比法国人手

势要多得多，我们说话时做手势，这些手势有时是有意义的，有时则没有 ： 你不能把

它们与它们所伴随的言语涵义联系起来 。 姿态是一种先千、伴随或在涵义或意义

之后而来的可感的动态，但它是可感的意思 (sens sensible) 。 因此，如果我微笑着说

“哈罗“我就微微地改变了“哈罗”的意义，但首先我改变了情感，所以也改变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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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这个词的可感涵义 。 我想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姿态之所是，今天它可能变成可感

的，像是艺术的一个最低要求 ： 在艺术中，首先就是姿态问题。我对以下观念愈加

敏感即乔治 · 巴塔耶CD所表述的“艺术的诞生”这一观念，它是巴塔耶那本关于拉

斯科的书名，所以“艺术的诞生”就是拉斯科洞穴壁上或其他地方的姿态（现在我们

知道了更古老的洞穴） 。 什么姿态？布朗肖 ＠在一篇有关巴塔耶“艺术的诞生”的论

文中，呈现了一种优美的思考方式 。 布朗肖说，第一个发现燧石闪光的愉悦感的人

是为了使其闪光，而不是给自己做一把匕首或剃刀，布朗肖这么说是为了把拉斯科

绘画者的姿态，比拟为这个纯粹的愉悦感（当然，尽管分析纯粹的愉悦感是什么并

不简单，但无论如何 ，可以说它超越了任何终极事物） 。

我认为整个艺术史以及反思艺术的历史 ． 尤其是自从出现艺术反思之时，就其

本身而论，你们知道艺术是一个非常晚近的现代概念，不会早于 18 世纪，实质上它

从康德那里接受了最初的哲学分析，自康德以降的所有艺术哲学家，包括黑格尔、

尼采、克尔凯郭尔、©阿多诺、海德格尔以及我们当代的，如德里达 ， 初折有的艺术反

思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以相近或不同的术语一致认为，在艺术中有某种像是被我

称为姿态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今日艺术的处境允许我们 ， 或者促使我们关注姿

态，它不仅是艺术的最低限度，也可能是本质要素 。 于是 ， 在姿态的尽头， 即使姿态

没有尽头，因为姿态不会真正结束，它不会走向尽头犹如我正在戴眼镜的姿态，当

我戴上眼镜后 ，姿态停止，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把姿态看作一种艺术的模式，它在

舞蹈中，在舞蹈中除了姿态问题别无其他... . ..

在姿态的尽头，在姿态无止境的尽头，并不存在某种意义的纯粹虚无， 而是有

一个符号，一个从信号意义上来说的符号 ． 某种东西的信号，一个从某个无法翻译

成法语我想也无法翻译成意大利语的德文单词意义上说的符号，这个在德文中指

示一个小信号的姿势的词是 wink ， 如果说你好，一个有情报的姿态，就像眨眼睛，但

它是什么的信号？ 可能是识别的顺序，而没有给予或解决任何涵义 。 我想到 wink

这个德文单词是因为海德格尔论及一个终极的上帝及它的全部职责，但不仅只是

职责，它的全部存在，都存在于 winken 中 。 但是我现在并不想要谈论海德格尔论

＠ 巴塔耶(George｀氐taill e , 1897— 1962) ． 法国哲学家一一译注

＠ 布朗肖 (Maurice Bl anchor, 1907—2003 ) 法国哲学家。——译汪

＠ 克尔凯郭尔 (So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 1 855) ，丹麦哲学家 。 译注

＠ 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 1930一2(）(）4) ，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 C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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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wink 时的疑问，它是一个与上帝或神的问题相连的疑问，但显而易见，对我来说

它意味着一个集合物，可能永无止境，在艺术、艺术姿态问题和神的问题之间，可能

是“神”，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用这个词。但是不去谈论所有这些，我想简单地说

wink 形成了艺术姿态的信号，是个什么信号呢？ 我认为两件事很重要：首先，它是

一个指向艺术品之外的信号，从不是一个为其自身而做的艺术品，相反它作为作品

的存在，它作为作品的特性总是指向作品之外 。 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是最虚假的

艺术理念，就像是为意义而艺术的理念，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或种族的意义，这是

两种错误艺术理念的另一个极端。一个超越作品自身的符号，这就是造就艺术品

的东西 因为一件技术作品就是为其自身而在，它有自己的功能、自己的用处，

它承受伴随它的终结，这个瓶子承受着它作为液体、允许人们倾注液体的容器的定

局。但是如果我像杜尚一样，如果我说“这是一件艺术品”，它不再为任何用途服

务，但它也不再为自己服务，它变成了一个信号。 我想说的是，当代信号是一种朝

向这个的信号：总有，像之前说的那样，总有创造一个世界的可能性 ， 这种可能性为

我们开创一个世界。当我们谈论世界化，在法语中我们说世界化而不说“全球化”,

我认为存在一个世界的理念和可能性，即意思的循环(a circulation of sense) 。 如果

我们陷入了世界化，那是因为我们要寻找并创造世界的某种形式，而世界的某种形

式，也就是一个可能的意义循环的形式，即便如此，这个意义也不会被任何人获得，

总之，它并不是所指 。

我将通过举最后一个来自当代作品的例子来结束我的演讲，出于对意大利和

一位朋友的敬意，我将以克劳迪奥·帕米吉安尼0的一件作品为例 。 它是一个玻璃

迷宫，由大块的厚玻璃板构成，它第一次建造或不止建造过一次，我不知道，无论如

何至少在法国有一次，在法国国立当代艺术工作室卢 在这个厚玻璃板构成的迷宫

中，为完成这件作品，艺术家穿着防护套装，用大铁锤把玻璃砸碎然后玻璃碎片散

落得到处都是 。 它变成了一个无法通行的地方 。 我想说的是这个作品的奇观，它

的摄影是纯粹的，甚至在古典和传统意义上都是纯粹的，因为有这些透明性，一种

0 帕米吉安尼(Claudio Parmiggiani, 1943 )，意大利艺术家 。 译注

0 Le Fresnoy，法国国立当代艺术工作室。欧洲最重要的当代视听艺术创作中心和高等艺术研究院 。

法国前任文化部部长、前任蓬皮杜博物馆馆长多米尼克 · 博索 (Dominique Bozo)将机构角色定义为

“视听高科技的梅迪奇”、“电子的包豪斯”和“造型的 lrcam” 。 Le Fresnoy 现任负责人为阿兰·弗雷谢

尔 (Alain Fleischer)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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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无限重复的透明性，同时因为玻璃碎了而令人十分不安，碎片覆盖地面，你无法

穿过这个迷宫 。 我想说的是，这个作品阐明了一种姿态，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破坏

的姿态，因此这是一种暴力姿态、摧毁姿态，也是对透明性的摧毁，对所传达的涵义

的摧毁，同时也是一个没有意义、超越作品和破坏的符号，但不是朝向一个新的构

建的符号，因为它不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或族群的声明。一个姿态，甚至不只是

一个姿态，超出它之外，同时涉及某种事物，即对最古典性绘画的极度钟爱，亦即玻

璃、玻璃透明性和把握玻璃透明性的艺术 。 想一想不计其数的贯穿直到莫朗第的

整个绘画史的玻璃、瓶子、水晶的排列，例如 ， 莫朗第0的玻璃不是清澈的 。 我们能

书写一部关于玻璃、瓶子以及窗户的整个历史 。 在玻璃中在起作用的是什么？在

玻璃中，在起作用的是透明度和亮度，还有获得光的可能性，使光发挥作用，当你使

光作用于玻璃、穿过玻璃时，你就处在一个给世界以形式，给物质世界以形式，给光

的世界以形式，给太阳的世界以形式，或者给蜡烛和一切其他光的世界以形式的过

程中 。 你处在一个给予形式的过程中，它除了光的新作用外别无其他，或除了让光

发光外别无其他，但是人们也可以说“除了让光发光别无其他“在拉丁文中意味着

从 lumen（光已经停在东西上），到 lux（最初的光，是点亮的光而不是停在东西上

的），是 fiat lux 的光，因此它回到了世界的创造 。 我并不是说帕米吉安尼让我们直

接与世界的创造沟通，我只是想说，每个艺术姿态在其眼界中会有与这些类似的

东西 。

0 莫朗第 (Giorgio Morandi, I 890— 1 964) ， 意大利艺术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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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消费主义文化中的艺术与艺术教育 长

［法J斯蒂格勒著 杨建国译

伯纳德 · 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 1952— ) , 

法国哲学家 。 现为英国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教

授，曾任国际哲学学院院长，法国贡比涅技术大学教

授、法国创新研究所所长、蓬皮杜文化中心文化部主

任等，以研究技术对文化影响而见长 。 著有《 工艺与

时间 》《新政治经济学批评》《产业民主的衰落》等 。

艺术及其教育在消费社会和数宇化时代面临着

许多新的问题和困境 。 斯蒂格勒以其哲学家独特的

视角，审视了艺术及其教育所遭遇的空前的“精神贫困化＂境遇 。 技术的发展

导致创意产业兴起，而创意产业又推动消费文化的盛行 。 启蒙运动思想家们

所设想的理性公民已被沉淌于媒介技术但却失去了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消费者

所取代 。 由此，斯蒂格勒提出了一系列的反精神贫困化的策略，从“艺术产业”

＊ 本文原为斯蒂格勒在欧洲艺术学院联盟 ( ELIA )南特双年会上的主题发言，其英译本收人 ELIA 的

论文集 Kieran Cororan, et!. , eds., Artf utures : Current Issues i11 H igher Arts Educatio11 

(Amsterdam, 2010) 。 本文根据其英译本译出 。 本文英译本题为"The Age of De-proletarianisation: 

Art and Teaching Art in Post-consumeri st Cultu re" ，其中 “De-pro l eta rianisation”是个结构复杂亦颇

难翻译的词 。 若望文生义，照字面将其翻译成“去无产阶级化”．不仅显得笨拙生硬 ， 与作者原意亦相

去甚远 。 关键在于，作者对“pro l e ta riat”一词的解释同汉语中的“无产阶级”相去甚远 。 汉语中的“无

产阶级“着重强调物质上的困顿．而作者却用该词着重强调精神上的贫乏 ． 用作者的原话来说 ．“传统

所谓无产阶级指丧失知识者．他们不仅丧失了劳动技能，亦丧失了人生知识和理论知识”。 因此 ， 结

合作者的原意，本译文将原作标题译为《反精神贫困的时代 ： 后消费主义文化中的艺术与艺术教

育 》。 译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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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贡献型经济“，从学习＂临摹欣赏”到“呈现中观看”等 。 一言以蔽之，斯蒂格

勒关心的是公众参与艺术及其教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防止他们进一步“精

神贫困化” 。

从 1912 年的《下楼梯的裸女 》到 1917 年的 《 喷泉 》，五年间杜尚完成了一次飞

跃，跨越了两种技术复制类型 。 一端是摄影和运动摄影，不仅包括迈布里奇©和马

雷©的静态摄影，也包括动态摄影，即电影 。 正是由千这种技术复制手段的出现和

大规模运用，诸如泰勒制这样的科学劳工管理手段，以及流水线这样的现代化工业

生产手段才能彻底贯彻实施 。 另一端则是“现成物品 ”C readymade objects) ，这种技

术复制手段的出现令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接踵而来的就是消费主义社会的出现 。

想知道人类为此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吗？看看世界各地堆积如山且仍在增高的

废品，便一目了然 。

从 1912 年的《下楼梯的裸女 》到 1 917 年的《 喷泉 》，五年间，杜尚在一张普遍精

神贫乏的画布上画出自已逐渐成熟的反艺术身形 。 所谓普遍精神贫乏 (general

proletarianisation ) ，也就是知识的普遍丧失 。 在杜尚生活的年代，这一历史进程才

刚刚露出冰山一角，随着普遍精神贫乏的出现以及种种技术复制手段的运用，人类

的知识环路开始短路，导致二战之后（严格地说，此时艺术方进入杜尚时代 ） 消费主

义模式在全球蔓延 。 在消费主义社会模式之下，不单劳动者的个人技能 (know

how)成为昨日 黄花，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各种人生知识。 千是，公民 (citizen)成为

消费者(consumer) ，而合格的消费者既要做到逆来顺受，别人给什么自己就拿什

么，亦要做到头脑简单，从不为责任、义务之类的念头而劳神费心 。 总而言之，要做

合格的消费者，就要站到康德以及其他启蒙哲学家所说的”成熟＂的对立面 。 对于

启蒙哲学家而言，所谓“成熟”就是指凭理性而取得公民地位；对于康德而言 ，”理

性”二字更有着十分具体的内涵，特指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

如今，消费社会已成为跨越全球的庞大体系，而 2008 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也正持

续揭露出这个庞然大物的毒害 。 与此同时，一种数字网络系统正浮出水面，催生出

全新的心理过程和集体意识，也就是说，产生出全新的存在方式、全新的知识形态 ．

＠ 迈布里奇(Eadweard J ames Muybridge , 1 830— 1 904 ) ，英国摄影家 。 译注

＠ 马雷(Etienne-Jul es Marey , 1830-1 904) 法国科学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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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全新的社会关系 。 如此形势之下，无论在局部，还是在全球范围内，无论对于

艺术界 ．还是对千政治经济学者，后消费主义艺术和新型社会关联都已成为一个急

需正视的关键问题 。 一方面，这一问题似乎超越了地域界限，令全球融为一体；可

与此同时，这一问题亦在加深各地之间的隔闵，各地之间的鸿沟不是在变窄、变浅，

而是在加宽、加深 。 电子文化技术的广为传播 ， 正召唤着一个意义深远的社会进程

的出现，我称之为“反精神贫乏 “( de-prole tar ianisation) 过程，也就是似乎重新获取

各种知识的过程 。

近年来 ．关于“创意经济”(c reative economy) 的讨论方兴未艾 。 所谓创意经济

之基础是＂丛簇”(cluste r )模式，这种模式最初出现于北美 ，尤其是加利福利亚，最先

始千约翰 · 霍金斯 (John Hawkins) 和理查德 · 福罗里达 ( Richard Florida) 的分析

研究 。 创意经济的最核心概念是价值和财富主要来自千思想和智力，这个观念本

身或许无论在哪儿都无反对声音 。 可与此同时，如此推崇思想和智力，确认财富是

心灵及其活动的产物，似乎更需要上文已提到的反精神贫乏进程 。 然而，实际情况

并非如此，甚至可以说，创意经济观的立场与此完全背道而驰；创意经济模式更加

剧了普遍精神贫乏的情况 ， 令心灵的空乏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 究其原因，所

谓创意经济原本就意在加强而非削弱消费主义，自从创建了大众媒体（也有人称之

“文化产业”)以来，消费主义就把社会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不要忘记，约翰 · 霍

金斯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电视业，尤其是时代华纳公司 。 ）

消费主义令个性欲望烟消云散，消 费主义的发展所仰仗的无非是社会体系的

短路，从此个人冲动再也无法转化为欲望，也可以说是不二的忠心 。 由冲动到欲

望 ，如此这般的转化正是利奥塔 ( Lyotard ) 所说的 “力比多经济 ” ( Libidin a l

economy ) 。 举例而言，根据唐纳德 · 温尼科特 C Donald Winnicott ) 的描述，这种短

路就出现于早期亲子关系 中 。 在温尼科特看来 ． 早期亲子关系为一切成年游戏的

母体，由此孕育出科学、艺术等具有社会升华功能的活动，以及集体中一切具有个

人投注的活动卫 家长的教育角色促成儿童的初次社会认同，自我与超我的理想形

象皆由是乎出；国民教育构成了儿童的二次社会认同，由 此形成知识的理想形象，

也培养出儿童精神自律的能力 。 然而，在消费主义的冲击下，无论是父母的教育角

色还是国民教育，都已变了质 ． 走了样 。

CD Donal <l Winnicot 1, P layi111< a11d Rea比y ( Lo ndon, 197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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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消灭了力比多，从而把自身的基础直接建立于个人冲动之上 。 力比

多的消灭意味着失去了约束冲动的力量，消费主义令人产生越来越高的依赖性，直

至上瘾成癖 。 此时，消费主义已把人完全控制于股掌之上，不由得他不言听计从

了 。 （不久前，法国南特中心医院癖嗜学研究室的让一卢克 · 维尼斯小组发表的研

究报告陈述了上述观点 。 ）福克斯电视台开办了“宝宝第一＂频道，不正是为了在人

生之初就培养其这种依赖性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创意经济虽然信誓旦旦要开创工业时代的新纪元，可实

际上更多成为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创意经济模式的真正意图不过是重振日

益低迷的消费欲望，将市场营销和艺术创意揉合在一起，从中提取出一剂“社会伟

哥＂ 。 这一切的一切与提高思想普遍水平、充实精神生活毫不相干，也只有此二者

方为重建责任感的必要条件 。 不仅如此，各方面的证据也已表明，此二者同样也是

再创全新未来的必要条件 。

归根结底，所谓创意经济模式不仅是超级消费主义模式 ， 更带有浓厚的歧视色

彩 。 从根本上说，它所传递出的信息不外乎如此 ： 面对庸庸碌碌、无药可医，却又如

海滩沙粒般的无数的消费者，少数依旧拥有“创意”的人应该把自己关在黄金屋里，

相互依偎取暖，相互激发活力。 似乎， 此类人已完全无法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受到激励（要在过去，人们会说汲取“灵感”) 。 曾几何时，善于创造的心灵总是孜孜

不倦地化“平白无奇”为“神妙独特”，千平凡之中实现平凡的超越 。 艺术之幻化出

乎日常性，始千平凡。一 方面，艺术发源自日常， 此 处所说的日常性

(everydayness) ，也就是德勒兹 (Deleuze)所说的“内在性”( immanence) ；另一方面 ，

艺术又高于日常性，可以说既超越日常性之上，又寓于其中 。 因 此，艺术令日常性

得到解放，它对日常性的超越并非现象学所说的“内在性之中的超越”，而是无边无

际、无声无息的意义之海中突然激起的波浪 。 若无艺术兴风作浪、大海扬波，那就

是一潭死水，也是一片毫无风景、笼罩千墒的沉寂之死海 。

这种由平凡向不平凡的转化，或曰幻化，并不仅限于艺术 。 例如，罗 兰 · 巴特

(Roland Barthes)在讨论神话时 ，就提到了同样的过程 。 在他那个时代(20 世纪 50

年代）， 他 仍称之为“现代性 ”( modernity) 。 在 吉 尔伯特 · 西蒙顿 ( Gilbert

Simondon ) 的笔下，这种由平凡到不平凡的超越被称为“上升的趋势”和＂攀登的欲

望”，目标是他所说的“关键点”C key-poi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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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攀登或探险，以至于一切具有先锋性和开拓性的行为，其关键都在于

紧追呈现于 自 然的关键点不放松。爬上一段陡坡 ， 向蜂顶冲刺 ， 不就是要冲上

能将一切尽收眼底的那一点吗？不是去征服这一点 ，占 领这一点 ，而 是带着友

善之心与其坦诚相交 。。

上述观念从平凡（亦即日常性）之中，由平凡入手，去创造不平凡，而所谓的创

意经济偏偏与此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我始终认为，化平凡为神奇正是艺术经验，

尤其是现代性肇始以来的艺术经验的根本特色，无论是波德莱尔 ( Baudelaire) 对康

斯坦丁·盖伊斯(Constantin Guys) 的绘画作品的品评，还是马奈 ( Manet ) 的绘画艺

术，无处不见其痕迹 。 马奈恰好是普鲁斯特(Proust ) 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 》中埃尔

斯特(Elstir) 的原型，那又是一部化平凡为神奇的艺术佳作，讲述世界落入维尔杜兰

(Yerdurin )那一类手中后（荷尔德林、尼采或阿伦特则会称之为庸人），如何才能从

庸庸碌碌的日常中实现不平凡。可以说， 《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小说亦是一次探索 ，

它是对另一种“关键点”的探索，而小说的创作时间也正好处于杜尚的《下楼梯的裸

女》和《喷泉 》之间 。

尽管如此，所谓创意经济已大行其道，不仅体现千意识形态上，更体现千经济

和城市组织上 ，而这无疑要归功于对新电子媒体网络的开放利用 。 新电子媒体网

络正在一方面打破，同时又在加深地域之间的界限，这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

特点。像＂脸谱“(Facebook) 这样的社交网站仅仅是这一过程的结果，既让人眼花

缭乱、膛目结舌，可同时又让人感到空洞贫乏 。 于是乎 ， 一个个构建“地方创意”的

计划变得迷人而重要，近来不正有人策划在南特岛上创建“创意社区”吗？该计划

最有趣之处正在于此 。 这个社区中将竖立其数幢＂惊世骇俗”的建筑，可在我看来，

越是“惊世骇俗＂，就越是离末日不远了 。 当年，胡伯特 · 罗伯特不也计划在卢浮宫

建起类似的建筑吗？可现在还剩下什么 ？

不管怎么说，要想把某个地区变得创意十足 （这种转变亦可能始千某座城市或

城市中的某座孤岛 ） ，其根本条件是这片土地上的人要事事争为人先，要重新去发

掘“先锋”一词的丰富蕴含。反正我就是这样理解自己想象中的“创意热土＂：那是

一片先锋聚集，处处争为人先的热土，也就是说，要能创造出崭新的文化、社会、政

Q) Gi lbert Simondon. Du mode d'e.ristence des ohjets tech niques ( Paris, 1958), p.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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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模式，亦能为人们清晰勾勒出一张“出逃路线图”( lines of flight) 心帮助人们逃离

日渐衰败，已是强弩之末的消费社会 。

五年前，我和不同行业的同事和友人一起创立了“艺术产业”(ars industrialis ) 

这个组织 。 我们提出，要创建富有创意和学习能力的地区，应当具有全新的视野，

也就是说｀贡献型经济“(economy of contribution) 的视野。那么何谓贡献型经济

呢？ 这种经济类型同艺术界又有何种联系，又必须维持怎样的联系呢？

21 世纪伊始，随着一系列新工具和设备的出现，人类正面临着全新的形势 。 这

些新工具和设备构成了所谓文化技术和认知技术，二者合力塑造着这个时代的精

神面貌 。 与之同时，这两种精神技术亦引发一场争斗：

或者，这些技术的发展将令过去数十年中已出现的贫乏的局面雪上加霜，大众

媒体牢牢控制千市场霸权手中，致力千捕获和驯服民众的关注，把民众引上以冲动

为基础的消费主义之途 。 这是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之途，想知道其破坏力有多强，

看看 2008 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巳一 目了然 。

或者，这些技术的发展将带来一场决裂，并由此走上象征的复兴，其基础在于

重建双向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对话”，或曰“互动性”(interactivity ) 。 不仅如此，上

述一切的实现既无须大笔投资，更无须借助千创意经济的虚名 。

全新形势下，艺术显然可以有所作为 。 除此之外．文化机构和大学学者皆可大

显身手 。 实际上，要想在这个形势复杂多变、前途晦暗难明的世界中清晰描绘出一

张出逃路线图，所仰仗的正是责任心 。 责任心来自艺术家、作家、思想家、教育家 、

文化和教育机构，以及经济界中思想清醒、目光敏锐的人士 。 只有集众人之力方能

描绘出出逃路线图，那也是世界的未来 。

要创建创造力蓬勃的地区，至关重要的是在艺术家、文化机构、社会公众，以及

政治经济学术诸领域的活动家之间建立起相互关联、相互合作的关系，这就要求

有一个网络和一套文化渗透政策与之相配套，不仅创造者、研究者，以及经济推动

者需要，即便对千一般居民和外围关系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

20 世纪初，人们的感知转向机械 。 举例而言，一个人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听音

乐却对作曲一无所知 。 巴尔托克 (Bartok)把这一现象同广播联系起来，他的建议

是：一边听音乐，一边翻看乐谱，要不干脆就别听 。 巴尔托克的言论似乎逆时代而

O 参见 G仆压 Del euze and Felix Guattari , M/.lle Pla1.eau.r （ Pari 、. 198(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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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则将他那个时代远远抛在身后 。 到了 1965 年，格伦 · 古尔德 ( Glenn Gould ) 

也曾就电子媒体时代的高保真音乐频道说过类似的话。古尔德说，如今的听众可

以一边读乐谱，一边听音乐，不仅如此 ． 更可以自己动手，调节音乐播放的各项参

数，一定意义上说，听众也参与到演奏之中 。 巴尔托克可谓古尔德的先驱。巴尔托

克更坚称，托马斯 · 爱迪生(Thomas Edison)才是音乐学的创始人 。 例如，吉普赛音

乐原本很难转译为书面音乐符号，巴尔托克就利用现代录音播放技术，先把吉普赛

音乐录制在唱片之上 ，再反复播放，不断慢放、暂停，从而将吉普赛音乐转译出来 。

几乎在同一时期，查理 ·帕克 (Charlie Parker ) 也在求学于他的老师莱斯特 · 扬

( Leste r Young) 。 然而 ，帕克所师从的并非扬本人，而是他的唱片，更利用慢放技术

去领会扬的演奏中细微精妙的变化，再把它们移植到自己的演奏之中。因此，唱机

成了他师傅的＂喉舌＂ 。

这种现象也并非仅限于音乐一隅 。 18 世纪末的卢浮宫，大革命刚刚取得胜利，

这里已成为法国国家艺术馆，一位参观者临摹了馆中一件展品 。 早在 18 世纪初，就

有人曾说过，除非能临摹一幅作品，否则不要奢谈欣赏，更不要品头论足 。 说出这

番话的是安妮一克劳德 · 德凯勒斯伯爵(Count Anne-Claude de Caylus ) ，法国皇室

艺术收藏家和鉴赏家，亦是罗杰 · 德帕尔斯 (Roger de Piles) 在法国皇家绘画学院

的继承人 。 说过类似话的尚不止德凯勒斯伯爵一个人，歌德也说过，二人都对艺术

倾心一片，也都喜欢临摹 。 如果我们同意马尔罗 ( Malraux) 在《想象中的世界雕塑

博物馆》 ( The Imaginary Museum of World Sculpture ) 中所发表的高见，就应当承

认，上述情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歌德逝世之后许久 。 总而言之，不临摹就看不到原

作神妙之处，更无从谈起理解原作 。 塞尚也对埃米尔 · 伯纳德 (Emile Bernard ) 说

过类似的话：惟有画得出，方能看得见 。 换而言之，无论是聆听，还是观看，或者在

更宽泛的意义上就艺术而言，去感知、去体验，都要触发或释放一个过程，令聆听

者、观看者、感知者多多少少主动起来，而触发其主动的源泉就是聆听、观看、感知

的对象 。

何谓作品？但凡能触发人之内心感应，具有转化为动能之潜势者，皆为作品 。

德尼 · 盖农 ( Denis Guenoun )结合戏剧，就此曾做过一番论述，可谓精彩：

而今 ， 真正懂得看戏 的也 只剩 下 渴望 上 台 表 演 的 演 员了 。 看着演员在台

上表演……不由想到人生中的一个个游戏和一出出戏剧，我们也可以参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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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我们都曾是孩子……如今已迼不及待地想步入舞台 ，对舞台上的 布 景

以及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品评一番 。 似乎惟有如此 ， 方能一窥舞台之究竟 。

目光最犀利的观众不是别人 ， 正是表演者自己 ， 他正打算步入舞台 ． 步入他所

看到的角色之中 ……今时今日 ， 惟有先成为潜在的表庾者 ， 方能成为戏剧的观

看者 。

表演的过程是一种螺旋形运动过程，其轨迹有些近似于一个首尾相连的字母

' · e” 。 作品的接受携带着潜在的动能 ，一旦作品真正发生功效 ， 这一动能就被释放出

来 。 我以下图表示这种潜能：

图 1

约瑟夫 · 波伊斯 CJoseph Beuys) 说过，护士和面包师也是艺术家，说的也是相

同的道理。 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 我们应把护士和面包师视为潜在的艺术家， 他

们并非时时刻刻都在舞台之上、角色之中 。 其实，纵然是真正的艺术家，也不可能

分分秒秒都在搞艺术创作 。 亚里士多德说过 ，惟有造物主方能无时无刻不在角色

之中 。 艺术家是超级敏感的观众（完全可以探讨艺术家的敏感度，恰如可以探讨银

盐感光材料的敏感度），作品又在他内 心引发什么呢？作为接受者，艺术家受到作

品的影响，去创作出另一件作品，他自己也由接受者晋升为赋予者 。

所谓｀呈现中观看”(see by showing) ，就是要形成环路（ c订cuit) ，更确切地说，是

开始形成环路。 这里所说的环路 也就是我 们 所说的“超个性 化 ” ( trans

individuation) 。 但凡是人 ，都或多或少要经历个性化 ， 也就是说要学习、实验，要把

心中潜能转化为实践中的行动，以实现自我 。 更进一步说，个性化更是一个交互作

用的过程，没有谁能全凭一己之力完成个性化 。 作品凭借泛个性化过程发生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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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纪元“(epoch)亦如此成形，其结构如下图：

/ 
/ 

~\、 ／

, 

\ \, 

图 2

＂呈现中观看＂，这里”呈现“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就是要呈现出艺术命令我们

所做的一切，也由此呈现出一种超个性化环路 。 不过切记，这样的环路速度非常缓

慢，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运行一周 。 例如，丹尼尔·阿拉塞 (Daniel Arrasse) 时

常观看《蒙娜丽莎》(Mona Lisa) 看了整整 20 年，才完成他心中的环路，在 2004 年

时出版了一部篇幅并不算大的著作 。 阿拉塞也曾写过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据

他自己介绍，下笔之前他也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其间更数度去德累斯顿观摩，直

到有一天他如梦初醒＂，文章如投影般浮现在眼前。

要实现这样的环路，确实需要耐心 。 请注意，上文我在提到超个性化环路之

时，特别在前面加上了一个限定词“一种＂ 。 之所以要加上这个词，是为了顾及所谓

的绘画观众的“消极被动”。根据 2005 年的统计资料，卢浮宫观众在每幅画前停留

时间平均只有 42 秒 。 42 秒虽然短暂，却也足以形成一次环路，许许多多短暂环路

形成上文所提到的漫长环路 。 正是在这长长短短的环路之中，艺术和文化新纪元

得以成形 。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那不单是艺术和文化的新纪元，更是集体个性观

的新纪元。

感知的机械化转向引发了一连串的集体去个性化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摧毁集

体意识，亦摧毁文化。因此，所谓去个性化亦是精神的贫困化(proletarianisation),

而传统所谓“无产阶级”(proletariat) 实则指丧失知识者，他们不仅丧失了劳动技

能，更丧失了人生知识和理论知识。我们这个时代同 20 世纪初的情况恰好相反，我

们正在经历工具的“非专业化”(de-professionalisation) ，各种工具、设备和手段正在

摆脱专业技术人员的垄断，流向非专业人员的手中，公众和业余爱好者手中再次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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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属千自己的工具。正所谓“耳随眼新，眼随手新”，电子媒体正在重新组织感

知，由此导致观众和公众的知识形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结构变化。新先锋定将

出乎是，新公众亦将由是乎成，那将是具有先锋性的一代新公众。

电子技术将原本由少数专业技术人员垄断的能力大量转移到更多的公众手

中，今天，全球各地的人们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经过各类搜索引擎

的处理，被输入全球各地的数据库中，而所有这些数据库又各有 [P 地址飞五注卡互

联网中连为一体，四通八达。短短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上述一切已形成一个专业化

程度非常之高的电子文献行业。无论社会层次，也无论年龄组别，网上搜索已成为

一项基本生活技能 。

同样，方今人们只要能链接上 YouTube 的服务器，就能享受到影音同步广播服

务，而当今的平民级摄影摄像器材往往更优于 10 年前的专业器材，这些都意味着新

观众和新听众的能力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他们不单是受众，亦有能力提供“内

容＂。通过不断积累和调整诸如此类的生活知识，新观众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讲求精益求精，开始使用我们所谓的＂批判性的系统机制”C critical apparatus of 

systems) ，例如，以技术手段辅助听音乐或观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全球信息网络

要发挥其威力，关键一点就是所有用户都能参与到其中，也就是说，所有人都能生

产知识和信息，以供他人检索。

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就是在互联网的世界中，所有信息接收者在搜索和生产数

据的同时，也生产这些数据的元数据，虽然许多网络使用者对这一点并不完全知

情 。 因此，从结构层面来讲，互联网中的信息接收者同时也是信息发送者，每当你

搜索或生产一个数据时，你同时也为该数据做了索引和标注，由此形成所谓的“社

会网络”(socia l web) ，再进一步形成了所谓的“社会工程”C social engineering) 。

上述一切所形成的局面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是空前的 。 自从美索不达米亚时代

以来，元数据（也就是描述其他数据的数据）就已存在，自印刷术出现后已成为知识

辅助科学（例如图书馆学、档案学、文献学）的基础，深深扎根于人文研究、自然科学

以及实验科学的种种认知工具之中 。 一直以来，元数据的生产都牢牢掌握在各类

核心机构手中，在其背后发声的总是各领域中的权威一语言学、艺术学、科学、哲

学、政治学，不一而足。一直以来，此类权威机构的运转无时无刻不在遵循着自上

而下的模式 。 与之相反，各种合作互联技术在元数据生产方面遵循自下而上的模

式，由此在人类知识的生产、固化、传播的历史上引发了一次重大变化，其意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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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不深远，局面更是空前 。 昔 日的专业知识，今日转移到普通用户 的日 常生活活动

之中，由此导致矛盾和断裂的出现 。

同所有新技术一样，电子技术在传播之初也曾被视为一剂毒药 。 （柏拉图不就

是这样看待文字吗？虽然他能从法律和理性的角度找到诸多借口 。 ）不错，人们对

视频影音可能会越来越依赖，以至千上瘾成癖，难以自拔，急剧加重注意力无法集

中的症状 。 凯瑟琳 · 海尔斯 ( Katherine Hayles ) 提出所谓“超级注意力 ”( hyper

attention) ，其实就是不完整、破碎的注意力 。 超级注意力破坏了正常注意力，令人

们的注意力无法集中 。 早先，不就有人鼓吹过什么驾驭“大脑可控时间“(available

brain time) 吗？也就是说，生产出无意识、无良知的大脑。注意力的涣散从那时起

就埋下了病根 。

任何人都能生产、注解、分配信息，这正是“自下而上“一词的意义之所在，而这

似乎亦导致“怎么都行”( n 'importe quoi )局面的出现 。 有时，新兴工业巨头会对这

一局面加以控制 ，他们利用数据和元数据可追溯的特征，对行为加以分析和控制 。

若任其发展下去，不单会极度加剧 20 世纪消费主义早已昭然若揭的危害，更会令那

个原本已只剩下余炵的工业体系死灰复燃 。 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发自全球各地的

声音一致讨伐了消费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工业体系的病态本质 。 借用柏拉图批

判文字的一个词，电子媒体也是“药”(pharmakon) ，既可能是救世良方，也可能是一

剂毒药，更可能成为替罪恙羊 。 不过 ，电子媒体既可成为救世良方，也只有电子媒

体本身方能有效消除它自 身所具有的毒副作用 。 无论如何，电子媒体都将是打开

21 世纪前途之门的一把钥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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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格尔著 周韵译

彼得 · 比格尔 (Peter Burger , 1936— ) ，德国著名的先锋派理论家，对现代主
义和后现代主义有精深研究 。 比格尔毕业于慕尼黑大学， 1971-1998 年任不莱梅

大学法文和比较文学教授。 著有《先锋派理论〉x（现代主义的衰落〉X( 艺术体制》等 。

这是一篇论战性或回应性的文章，比格尔在回应一 些对自己 《 先锋派理

论》艺术的批评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先锋派的看法 。 按照他的理论，先锋

派有两个原则：反对艺术体制和关注日常生活的变革 。 这两个原则是相辅相

成的，前者是要扬弃艺术体制，后者则要解放艺术的审美潜能 。 但先锋派的这

些尝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 因此带有美学的乌托邦色彩 。 不过，比格尔却从先

锋派的失败中看到了另 一些效果和 意义，那就是先锋派的规划是对强调个人

目标的社会的某种偏执，所以先锋派本身并不是纯粹审美的实践，由此而赋子

先锋派自身以某种道德 。 先锋派的悖论在于，它反对艺术体制却最终被体制

所收编，但它对艺术材料革命性的运用颠覆了诸多限制，这就开启后现代“怎

么都行＂的潮流 。 比格尔的 结论是 ： “先锋派企图改变社会现实的失败以及它

的内在审美成功（对先锋派实践的艺术合法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 ”

一、定义

我以为，“何谓先锋派”这个问题很有煽动性 。 因为有时煽动可以带来意想不

·本文发表于 New Literary History 4 1(201 0) , pp. 695-7 1 5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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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明晰性，所以如果能够激发被问者出牌，这就是不错的策略 。 不过，这通常不

会发生 ，而且有很好的理由不发生 。 拉康坚决反对说“真实的真”Cle vrai du vrai) , 

认为赤裸裸的真总是令人失望。 在《逻辑学》一书中 ，黑格尔讥讽了那些用几种特

征说明一个概念的定义的含混性：即使其他动物都没有耳垂，耳垂也不是可以用来

定义人类的恰当方法 。 关千这一点，尼采明确表示 ：“只有无历史的概念才能被

定义 。 ”

如果黑格尔、尼采 、拉康 ． 还有阿多诺和布鲁门伯格。等，这些不同的思想家都

反对定义，那么我们就应该听从他们的话 。 事实上，定义是一种冒险的实践，它冒

着消除那些保持一个概念活力即这个概念内含的种种矛盾的风险 。 黑格尔在他的

短文《谁在抽象思考》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一个谋杀犯被带到了刑场 。 对于那

些用定义和计算征服世界的资产阶级来说，他只是一个谋杀犯，换言之，他与他的

行为是等同的 。 但是，对千一个看到砍下的头颅时会喊出“上帝的仁慈阳光照耀在

宾得的头上是多美啊”的年老护士，他是一个特殊的个体， 一个犯了罪而为此受到

惩罚的个体，现在同样正在享受上帝恩宠的个体。＠

确切地说，摒弃定义会引发问题 。 我们如何能够确定那些讨论先锋派的人探

讨的是同一事物呢？ 在此，我们会不抱任何幻想地答道 ： 不能确定 ！ 对于许多学者

和批评家来说，这个术语指涉的是现代艺术中最流行 （最进步 ） 的运动。© 另一些人

则在超越时间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一个不限千现代阶段的术语。 在这一意义

上，文艺复兴早期的画家也可以当作先锋派来讨论 。 无论何种情况下，只要语境明

确它指的是什么，那么它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寻找“精确＂的先

锋派概念，但是我们可以正当地探讨那些不同定义所取得的成果 。

那个常用的先锋派概念标示着连续时间中的某个点，或者说是现时，因此它标

示着现代性的最新艺术 。 但是，我的《先锋派理论》一书试图明确区分两个概念，而

且无意在两个概念之间建立抽象的对立。 从早期先锋派运动是对唯美主义的回应

0 汉斯 · 布鲁门伯格 ( Hans Blumenberg . 1 920— 1 996) , 德国哲学家 。 译注

CZ) G. W. F. Hegel, "Wer denkr abstrakr?" , Eva Modenhauer and K. M. Michel, eds,. Werke w 

之wunzig Ba.nden(Frankfurr. 1970), vol. 2, p. 579. 

＠ 可参见 Pi e rre Bourd ieu. Les r仑gles de l'a rt: gene.se et structure du cha mp littera i,..e ( Pa ri s, I ')92 ) 。

对于非特殊的先锋派概念的批判． 参见 W. A、halt , "[,a not ion d 'avant-garde dan 、 Les Regl“ 心

/'u rt.''J. Duboi s 、 ed., Le symbolique et le social ( Liege . 2005) , pp. 1 65—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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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后者被认为是自主艺术发展的一个阶段，它们是现代主义的构成部分。 从早期

先锋派运动对体制的质疑看，它们与现代主义已经构成了断裂。虽然每个先锋派

运动受制于不同的历史状况，但是先锋派的总体历史是由这个矛盾引起的 。

对于我来说，《先锋派理论》所发展出来的先锋派概念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罗列

一堆可以任意沿用的具体特征，而是从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构成主义等发展出

来的概念 。 这个概念内的诸因素密切相关 。 在这个星丛的中心，有如下两个相互

渗透的原则 ：对艺术体制的攻击，对整个生活的革命。 这两个原则相互联系又相互

制约。先锋派只有把审美潜能从体制限制中解放出来，使之获得社会有效性，才能

成功实现艺术和生活相融合的意图 。 换言之，对艺术体制的攻击是乌托邦可能实

现的条件，是艺术和生活得以融合的条件 。

先锋派概念的其他方面也是由这两个胶着的基本原则引起的 。 由千嫔弃了自

主观念，因此艺术家放弃了特殊的社会定位以及天才的特权 。 （根据先锋派规划的

乌托邦特征，这种放弃态度中所表现出的矛盾情感是没有什么要感到奇怪的 。 像

安德烈 · 布勒东。那样的人物就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情感 。 ）在这一先锋派观念中，艺

术品也丧失了它在现代作家那里曾经拥有的 、二战后阿多诺试图在《审美理论 》 中

所恢复的核心地位 。 对于马拉美来说，作品是一切人类活动的目标 。 但对布勒东

来说，作品并不重要，它仅仅是一种使得与世界的某种关系变得可辨识的东西一一

不多不少（他在《轻蔑的忏悔》中写道 ： “发表文章就是为了寻找人而已 。”)。俄国构

成派则把艺术品和实用物品等同起来 。 对于布勒东和俄国构成派，由于艺术必须

服从生活的革命规划，因此艺术丧失了韵味，丧失了形而上存在的幻觉 。

概念的历史可以揭示一个概念的不同方面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而这些方面

都是作为一种必然的内在关系在理论上展开的夕 在此，我们不必把（理论的）构成

和历史相互对立起来，而《先锋派理论 》的批评家们却反复做着这一工作 。 如果他

们是一致的，那么他们就应该否定把各种概念统一起来的可能性，然后同意雨果 ．

冯 · 霍夫曼斯塔尔©的观点 。 当他反对工人和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范畴时，他坚待

说：“他们都是人 。 ”

＠ 安德烈 · 布勒东 ( Andres Breton. 1 896— 1966) ．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和诗人。一一择注

＠ 关千这一点 ，参见本人以下文章 “Pour unc definition de !'avant-garde . " Henriette Ritter and Annelie、

Schulte Nordholt . ed., La revolutio11 dans Les Lett.res (Am、terdam . 1999). pp. 17一27 .

＠ 雨果 · 冯 · 霍夫曼斯塔尔 (Hugo von Hofmannsthal . 1874— 1929 ) ，奥地利小说家和戏剧家。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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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先锋派理论》最初的回应

《先锋派理论》出版不久，便遭遇了严厉的批评 。 的确，任何形式的元批评里，

总是存在某种执拗的因素 。 为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不会限于驳斥批评家们的

观点（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不可避免的） 。 我宁愿在可能的清况下首先把这一

批评用作思考《先锋派理论》中只做了概述的问题的机会，其次在每一个案中，辨别

出每位批评家所讨论的焦点。这使得从诸位作者的不同视角来解释某些矛盾成为

可能 。 同时，这也有助于理清写作该书时的知识氛围 。 为了阐明这些联系，我需要

探讨一些更大范围的问题 。 (j)

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反对保守抵抗的艺术现代主义的形象中，尤其在西

德—一例如，我想到汉斯 · 泽德迈耶尔 (Hans Sedlmayr) 的著作《危机中的艺术 ： 中

心之丧失》＠一激进社会变革运动的意图大部分都被遮蔽了 。 1955 年的首届卡塞

尔纪录展使得这一切非常清晰 。 虽然展出了马科斯 · 恩斯特©的四幅画作，但是并

没有提到他和超现实主义的关系 。 达利＠的名字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展览会目录里，

更不用说安德烈 · 布勒东的名字了 。 在卡塞尔，现代主义被呈现为完全内在的艺

术现象 。 在目录的介绍里，沃纳 · 哈特曼＠强调了现代艺术在几代人中连续而待久

的发展 。 断裂的范畴被消除，更不用说早期先锋派运动了 。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

这一时期的审美理论和艺术批评中。西奥多 ． W．阿多诺关千艺术材料（程序和

技巧）的发展的理论和克莱门 · 格林伯格关于不断化约为每种媒介的基本特征的

理论都坚持连续性因素 。 格林伯格明确提出：“现代主义艺术不间断地从过去发

0 以下本人只讨论（（先锋派理论 》的批评家、 而非那些扩展了该书研究的著作，包括瓦尔特 · 芬德尔

( Walter Fahnder)和沃夫冈 · 阿索尔特 (Wolfgang Asholt ) 有关“先锋派的规划”的两篇文章，载 Der

Blick vom Wolkenkratzer: A如1/garde - Ava11tgardekrit ik - Avanlgardeforschung ( Amsterdam. 

2000). pp. 69- 95. 97一120 。 芬德尔认为“先锋派规划”来自浪漫碎片．尽管也因为它的碎片特征，浪

漫碎片被看作是完美的 。 阿索尔特解释了“先锋派规划”中自我批评的重要性。

(2) Hans Sedlmayr. Art in Crisis, The Lost Center, Brian Bal!ershaw, trans. (Chicago, 1958). 

＠ 马科斯 · 恩斯特 ( Max Ernst, 1891 一1976) ，旅居法国的德国艺术家，以超现实主义绘画著名。 一

译注

＠ 萨尔瓦多·达利 (Sal vador Dali, 1 904—1989) ，西班牙艺术家，以超现实主义绘画著名 。 一译注

＠ 沃纳 · 哈特曼 (Werner Haftmann, 1 9 12—1 999) ， 德国艺术史家。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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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来 。 ”。虽然阿多诺在《审美理论》中提出了断裂的范畴，但是这个范畴只用千艺

术品的结构 。 瓦尔特 · 本雅明早在 1929 年那篇突破性的文章《超现实主义》中，就

把这个运动描述成“为革命而赢取沉醉之能量”©的运动。但是 25 年后，阿多诺强

调的是超现实主义形象的陈腐特征，失败的意识在其中得以保存 在技术化的

世界里 ，人类丧失了自己卢 在战后，法西斯主义引发的历史断裂似乎给这个范畴

本身抹上了一层禁忌色彩 。 直到 1968 年 5 月超现实主义的口号出现在巴黎城墙上

时，这样的状况才开始得到改变 。 就在这时，早期先锋派及其乌托邦规划也被重新

发现 。

1968 年的 5 月风暴触发的希望冲动也影响了德国的大学，导致一系列有关先

锋派运动的文章的发表，包括本人 1970 年的著作《法国超现实主义 》，尽管该书把超

现实主义文本置于学术分析的原则之下 。 这为我后来的理论打下了基础——例

如，可以用本雅明的寓言概念解读超现实主义”作品”之洞见。不久，当我构思《先

锋派理论》时，“五月风暴”所唤醒的冲动都已经停止了 。 学生运动解体，成为各种

争吵不休的派别，每个派别都自称代表纯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

在这种状况下，我无意中把乌托邦希望从未能实现它们的社会中转移到了理

论中 。 理论似乎成为了可以向未来开放的钥匙，我和布勒东一样想象着一个最后

适宜居住的世界 (''un monde enfin habitable” ) 。 这是为何该书强烈依赖于严格的

论争和方法论构建 。 我从哈贝马斯饵那里认识到，只有同时启迪现在，对过去的启

迪才能成功 。 早期先锋派的历史和我们的历史是相互映照的。我们的时代根据本

雅明的说法进入了一个具有特殊过去的星丛，而我的成就不过是理解了这个星丛，

并把它作为理论构建的基础 。

如果我们看一看该书出版后引发的讨论，显然这些讨论并不十分关注先锋派

的界定，它们关注的是方法论问题 。 甚至被认为《先锋派理论》的作者最初试图为

唯物主义文化科学奠定基础 。 受到庸俗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品是社会经济基础的

CD Clement G reenberg ,'"Modernist Painting," Charl es Harrison and Paul Wood, eds. , Art in Th eory, 

1900—1990 : An Anthology of Chang ing Ideas ( Oxford. 2000) , p. 759 

0 Walte r Benj amin, "Surreali sm , " Selected Writings, Edmund Jephcott, trans. ( Cambridge , 1999), 

vol.2,p.215. 

@ Theodor W. Adorno . " Looking Back on Surrealism, " Nutesto Literature,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trans. ( New York. 199 1) . p. 90. 

＠于尔根 · 哈贝马斯(Jurgen H abennas . 1929— ) ，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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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生物”的观念（一种忽视形式分析的观念）的驱使，在阅读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

级意识〉〉中有关物化的文章以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论》中的方法论反思后，该

作者相信科学方法需要辨别艺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得以理解的历史环境 。 他

用自主性原则对抗流行千新成立的不莱梅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教条。 在这种语境

中，打着自主性原则的旗号强调艺术的内在发展是可以理解的 。 根据一位充满革

命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的观点，唯物主义审美理论必须“决定审美现象在大众解放

斗争中的作用和意义”。0 安萨尔 ·希拉克(Ansgar Hillach ) 是那些 1976 年对我的

著作做出评论的作者之一。他在重构本雅明的寓言概念中寻找慰藉，但是却不愿

把这个概念用于先锋派实践，如蒙太奇 。 他继而把自动写作的特征看作是“内在空

洞的主体性的世俗启迪转变成身体的集体性”。©今天，我们也许对这种语文学和

革命神秘主义的奇怪联合一笑了之。问题是，尽管这一联合显得有点奢侈，但是它

证明了一种试图让自己的写作充满革命冲动的欲望 。 那本书中在理论上最富生产

性的文章是那些基于不明假设质疑我观点的论文，以及把我的观点和阿多诺的美

学对立起来的论文（路德克[Ludke]) ，或者把自主性和先锋派的关系界定为连续而

非断裂的文章（林登纳[Lindner]) 。

众所周知，在我利用的黑格尔的扬弃范畴中，两种因素都考虑在内 。 我以为，

先锋派并没有要毁灭艺术体制，而是要扬弃它 。 同时，为了塑造日常生活，解放它

受限制的审美潜能。相反，林登纳试图强化本雅明的毁灭概念 让我们回忆一

下本雅明对“野蛮主义新的肯定性概念＂的寻求。© 这不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典型

讨论 。 既然年轻知识分子所梦想回归的革命只是他们的想法而已，那么他们的争

论服从于激进化的压力。

结果，较之该书的其他主题，这个主题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受到颇为一致的拒绝，

尽管理由各不相同。这个主题就是早期先锋派失败的说法。那些知识分子经历了

学生运动，认为自己可以和俄国未来主义、构成主义的思想建立直接的联系，而且

都把本雅明的那篇“艺术品“文章解读为唯物主义美学的基础，所以不得不拒绝这

CD Heine r Boehncke, "uberlegungen zu einer proletarisch-avantgardistischen Asthetik," M Ludke , ed., 

Theorie d er A-uantgarde: Am亿nrte11 auf Peter Burgers Bestimmwzg 初n Kunst und biirgerlich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1976). 

® M Ludke, ed. . Theorie der A如1tgarde, p. 1 18. 

® Benjamin, "Experience and Poverty," Selected Writings, vol 2 . p.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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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题。 因为这个主题阻碍了他们把自己当作 20 世纪 30 年代革命的艺术先锋派

的直接继承者，并且迫使他们反思各种特殊历史状况的差异 。 换言之，这样的主题

毁灭了他们是革命运动一部分的幻觉。

当我们阐明那些相关解释时，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何如此激烈地反对我提出的

先锋派失败的观点。在 1980 年的阿多诺奖的演讲中，哈贝马斯随便提到超现实主

义革命犯了“虚假融合的错误”而失败 。 他认为，”当自主发展的文化领域破裂时，

内容就会撒落“，而这一撒落不可能生产出解放的效果 。 CD 如果先锋派规划总是被

理解为一种“虚假否定”的规划，那么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中，这一规划的虚假实现不再有对照作用 。 这个规划似乎不过是一个历史性”错

误“，必须在未来尽量避免发生的错误 。

这导致我反复地在后来的文章中澄清这个主题。一方面，我指出，最清醒的先

锋派艺术家们意识到他们关千革新日常生活实践规划的奢侈性，因此认识到这个

规划的不可实现性 。 皮埃尔 · 纳维勒©在《革命和知识分子 》 ( 1927) 中写道：＂我们

的胜利不可能发生，而且永远不会发生 。 我们预感到了这一痛苦。 ”©另一方面，我

也提出，历史规划的失败并不等同于它就没有任何效果和意义 。 如果考量任何革

命的目标和期待，那么所有革命都是失败的 。 但是，这个事实不会损害它们的历史

意义。正是在这一奢侈中 ， 先锋派规划是对基千个人目标追求的社会不可或缺的

纠正 。 这个规划没有被想象为纯审美的 。 对千超现实主义者来说，它是道德的 。

三、英语世界对《先锋派理论》的接受

从一开始，该书的接受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进行的。在 1984 年美国版《先

锋派理论》出版之前，卢卡奇的学生弗伦克 · 费尔©在一篇题为《什么超越了艺术？

论后现代性的种种理论》中对该书做出了批评，认为该书的特征是“有关文化革命

CD Jurgen Habermas,,. Modernity - An Incomplete Proj ect," The A而Aesthe压， Seyla Ben-Hab戍

trans. (New York , 2002), p. 11 。 译文有所变动 。

＠ 皮埃尔 · 纳维勒 (P比rre Naville, 1903一1993) ，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 。 一译注

0) Pierre Naville, La r如lutio11 et Les intellectue从 ( Pari s . 1975 ) , p. 120. 

＠ 弗伦克 · 费尔 (Ferenc Feher, 1928一1989 ) ．南斯拉夫哲学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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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始终如一但却具有误导性的浪漫理论，不过确实是这类作品中唯一重要的一部 。

说它始终如一 ， 因为 比格尔对自 主艺术品进行了正面的攻击，他想以某种哈泼宁

( happening) 或挑衅 ( provocat io n ) 的姿态来摧毁这类艺术品” 。 CD 我仍然记得在前

往美国的飞机上读到这些话时是多么吃惊 。 我的主题是找到决定早期先锋派对千

资产阶级社会艺术发展的某种重要性。但是，费尔毫不犹豫地把我的主题和作者

的意图相提并论 。 换言之，他把《先锋派理论 》当成宣言了 。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

阐释呢？读费尔的文章时，我们能够感到他很失望 。 因为《先锋派理论》提出了令

人信服的观点，以支持他所说的肤浅的后现代理论 。 这些理论试图消除雅俗艺术

的界限．否定现代艺术是主流文化的精英表达 。 费尔的文本里，标志失望的是“始

终如一”这个词 。 因此，他极力展示艺术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体制 。 的确，他不得

不承认艺术品的接受是受体制制约的，但他认为这不适用千艺术品的生产 。 因为

这不是传播规则间题，而是高度个人化的程序问题 。 这让人想起了 1215 年的拉特

兰会议 ( Lateran Council心对忏悔的体制化，认识到个人行动可以被体制引导 。 但

是，费尔认为《先锋派理论》是＂误导性的＂，原因在于该书赋予先锋派在现代艺术发

展中以重要性，倡导先锋派对艺术品的敌意及其对日 常生活的审美化 。 因为费尔

把该书读成了后现代主义理论著作，所以他几乎没有涉及该书有关先锋派对艺术

体制的攻击是失败的主题 。 但是，这个主题是该书的结构中心（我还会提到这个问

题） 。 结果，他没有注意到书中那些他或许会赞同的观点 。 例如，他或许会读到如

下主题：艺术素材的自由特性就是间接要求重新用于“现实主义 的“程序和技巧 。

这个观点对于卢卡奇的学生是可以接受的 C

鉴于当下文化面对的威胁，不仅仅是数字媒体的迅猛发展 ，一些过去的争论似乎

变得错综复杂了 。 在任何事件中 ．较之他们的回顾，过去的敌人相互间似乎更紧密 。

经由本杰明 · 布奇洛©的（（寓言的程序 ： 当代艺术中的挪用和蒙太奇 》＠一文的

Q) Ferenc Feher, "What i 、 Beyond Art? On the Theori e~ of the Po、tn1odern, " Thesis E妇en 5/ 6( 1982) , 

p. I ( l. 

＠ 拉特兰会议是指罗马天主教会在罗马拉特兰宫召开过的 五次重要会议 。 12 1 5 年 召 开第四次拉特兰

会议是一次主教特别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第一是教会改革，第二是重建圣城．

—译注

＠ 本杰明 · 布奇洛 （ &njamin Buchloh, 1941 一 ） ，德裔美国艺术史家。一译注

CD Benjamin Buchloh,.. Allegorica l Procedures, Appropriation and Montage in Contemporary An. " /\rt 

Fortun (Sepl. 1982) , pp.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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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 《先锋派理论》千 1982 年进入了美国批评界 。 布奇洛把本雅明的寓言概念用

于解释蒙太奇技巧，但他没有参照《先锋派理论》，而是参照了希拉克的研究 。 这一

参照具有挑衅意味，因为希拉克明确拒绝从“严格的程序如寓言”来描述蒙太奇 。 (D

两年后，当美国版的《先锋派理论》出版时，布奇洛感到有责任写一篇辛辣的书

评卢 首先，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他否定了该书的理论地位 。 对此，他只能只字不提

书中作为理论介绍的章节，因为那章节根据对象和范畴的发展，解释了审美范畴的

历史性 。 因为没有介绍自我批判概念，他的书评致使该书关于早期先锋派对体制

艺术的攻击的主题看起来就像是荒诞的奇想 。 达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打算摧毁

艺术体制了吗？布奇洛提出了一个反思性的问题 。 如果严肃对待这个问题，那决

非一个简单的”是”所能解决的，而是要认真考察达利参与时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状

况 。 这个运动的共产主义转向导致布勒东的团队失去了类似的非凡人物，即那些

对于他们的挑衅活动非常重要的人物，如安东尼 · 阿尔托产 达利成功地填补了这

个空缺 。 他有好几年都是这个运动的动力 。 为此，他没有简单地采用布勒东的创

意规划(“实践诗歌”)，而是响应第二个超现实主义宣言的号召，启动意识的普遍危

机 。 为了寻找更加越轨的进攻策略，达利把对艺术体制的攻击扩大为对社会支配

性现实原则的攻击 。 这一现实原则与艺术体制相对应，并使之成为可能 。 艺术可

以被体制化为自主的，形成一个和道德责任原则分离的领域 。 但是，只有在资产阶

级社会理想地服从这些道德责任原则的条件下，艺术的自 主领域才能实现 。 因此，

对于达利来说，把对艺术体制的攻击扩大为对社会支配性现实原则的攻击，和让这

一 目标决定他的行动、文本、绘画，是相 当一致的 。 “我认为这个时刻临近了，一个

活跃而偏执的人物的思想过程能够……在制度层面上引发混乱，对现实世界的总

体贬抑有所贡献 。 ”＠在某种程度上，他运作一种无道德责任的理论 (a theory of 

irresponsibi lity) ，不仅希望引发一种普遍的意识危机，而且把多元意义嵌入他的“双

重形象绘画＇ 。 这也和他对希特勒的无耻迷恋有关，他把希特勒看作是一个成功实

现其非理性欲望、动摇了现实感的人物 。

修辞学的问题可以详细回答 。 但是，无法回答的是因理论恐惧症所导致的如

<D M. Ludke . ed., Theorie der Avaritgarde, p. 114 

® Buchloch, ""Theorizing the Avant-Garde," Art i11 America 72 (:slov. 1984 ) , pp. 20ff. 

＠ 安东尼 · 阿尔托(Antonin Artaud, 1 896一1948) ，法国戏剧家 ．倡导＂残酷戏剧＂ ， 译注

© Cit ed in Salvador Dali Rerrospektive 1920—1980 ( Munich. 1980). pp. 27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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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谴责：《先锋派理论》迫使先锋派运动内的差异和矛盾服从统一的范畴，简言之，

作者写的不是先锋派的历史。

当然，未来主义、达达派 、超现实主义和构成主义之间存在差异 。 例如，它们对

技术的定位都不同。先锋派运动的历史必须再现这些差异，而这些差异是通过对

各种不同团体间的知识变化的描述而展示的 。 理论追求其他的目标 。 因此， 《先锋

派理论》试图把如下历史阶段变得可见，即艺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可以辨识的

阶段。为此，理论必须承担比史学更为抽象化的概括任务 。

布奇洛并没有给予个体现象以任何现实性。但是，他提出的先锋派实践的界

定变成了一系列无关紧要的、非先锋派特有的特征 ． 如“一个持续更新的对文化意

义的界定的斗争”（所有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这场斗争），“新型观众的发现和表征”

（这是一个太狭窄又太宽泛的界定）．针对文化工业的控制力的对抗力量的发现（这

类观点也很容易在保守的艺评家阵营中发现）。

但是，布奇洛的批评指出了《先锋派理论》的一个缺点 。 那就是关于艺术的后

先锋状况的特征描述。布奇洛认为我直接从先锋派意图的失败中得出了艺术材料

的自由特征——－那确实是不那么令人信服的一一他指出了 《先锋派理论 》中的缺

漏， 即没有叙述两种主题间的联系。

四、艺术的后先锋状况

无疑，艺术的后先锋状况问题是该书中最草率的部分，也是最需解释的部分 。

这并非仅仅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是这样。该书一方面提出“社会艺术体制对先锋派

的攻击存在抵制”的主张应另一方面认为，由于先锋派的生产 ，艺术 ”手段变得可以

任选，也就是说，不再属千风格规范的系统”。＠ 余下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艺术的后

先锋状况下构想那两个主题间的联系。关于这个问题，在阐释阿多诺美学的历史

性的章节中我提出，我们必须严肃考虑“早期先锋派与传统的决裂是否使得当下有

关艺术技巧的历史探讨变得无关紧要了“（参照阿多诺关于艺术材料的持续发展的

CD Peter Biirger,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Michael Shaw . Iran~. ( Minneapolis , 1984) . p. 57. 

® Peter Burger, Th eory of the Avant-Garde,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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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公式） 。 而且 ，那一章还探讨了是否”技巧和风格的历时性已经变成了各种不

同技巧和风格的共时性” 。 CD

在此，我们必须首先注意 ，与传统决裂的范畴并没有在理论层面得到恰当的描

述 ， 相比之下，它所指涉的有关对艺术体制的攻击主题得到了更多的讨论 。 更进一

步地说，单个先锋派运动相对于传统的定位是变化不定的： 意大利未来主义大嚷着

要和传统决裂(“我们要摧毁博物馆、图书馆和所有的学院”)，而且这种对传统的敌

意陈述在达达派中也不鲜见，但是超现实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立场 。 他

们没有拒绝整个传统，而是转向构建和主流经典作家和作品相对立的经典，当然这

一转向今天很难分辨了，因为很多超现实主义喜欢的作家已经进人了经典的行列 。

超现实主义没有与传统决裂，而是置换了给予传统的重要性 。 换言之，这个特殊的

范畴不太适用于先锋派理论 。

所以我建议我们再次探讨这两个理论公式间的联系 。 根据《先锋派理论 》 ，这

两个公式限定了艺术的后先锋派状况：体制对于攻击的抵制以及艺术材料和生产

程序的自由特征 。 首先有必要更准确地界定我有关早期先锋派失败的主题。 这个

主题实际上包括了一系列必须相互分离的独立特征：（ 1 ）企图把艺术重新引入生活

实践的欲望的失败 。 这个特征被先锋派自己本能化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甚

至把它变成了规划的构成因素 。 (2)艺术体制对展示的认可。在现代性状况下，它

们的经典化对于艺术的发展具有里程碑作用 。 (3) 它们的乌托邦规划在日常生活

审美化中的虚假实现。 有些先锋派艺术家很清楚，他们的规划不可能实现（为此，

布勒东把超现实主义的行动构想成是不断延迟到未来事件的准备），同时他们也很

清楚地意识到存在被体制收编的危险 （这就是布勒东为何在第二个宣言中提出把

超现实主义神秘化，即自我强制地从公共领域撤退）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二战后

才得到大范围的发展，因此尚不能进入他们的视域 。

无疑，先锋派失败的悖论在千他们的展示被博物馆化为艺术品，也就是说，在

于他们的艺术成功 。 揭示艺术体制的展示也为艺术体制所收编。通过收编攻击者

并在艺术圣殿里给与他们伟大艺术家的位置， 体制展示其力量。 的确，失败了的先

锋派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 杜尚之后，不仅日常物品有了艺术品的地位，而且体制话

语也受到了先锋派的形塑 。 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点 。 先锋派范畴如断裂和震惊进入

CD Peter BLi rger, Tl比()ry uj th.e A四nt-Garde , p. 63. 

377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艺术理论基本文献 西方当代卷

了艺术话语，而和谐和流畅等概念却受到了质疑，它们被看作是传达虚假表象、顺

从僵化现状的范畴 。 唯心主义美学认为艺术品必须像自然，因此它抛弃了寓言作

品。但是，对于先锋派，因为寓言杀死自然生命，把碎片从生命的连续性中撕裂开

来，在不考虑本源语境的清况下将这些碎片置千新的星丛，所以寓言成为了先锋派

”作品”的模型 。

换言之，先锋派有关艺术和生活融合的乌托邦规划的失败，与先锋派在艺术体

制内压倒一切的成功，是一致的 。 几乎可以说，正是在它们的失败中，先锋派征服

了体制。从这一点看， 《先锋派理论》中的某些理论构想需要加以修正。因为这些

构想留下了如下的印象：艺术体制在早期先锋派的攻击下才生存下来。虽然自主

性原则的确展示了一种惊入的抵抗力，但是只有在体制对先锋派的展示和话语开

放 ，并把后者变成体制时，这一抵抗才有可能 。

先锋派的成功，仅在体制内实现的成功，同时也是它失败的症候。这一说法也

可用于艺术材料的层面 。 现代主义把基于材料的作品构想为持续不断的更新过

程，而先锋派则与这一原则决裂，转向利用过去的材料形式（例如超现实主义对沙

龙绘画的利用），以及庸俗的大众的艺术材料（马科斯 · 恩斯特的拼贴）。这对于先

锋派艺术家来说是一种可能的策略，原因在于他们对创造永恒的艺术品没有兴趣，

而是对激发接受者的态度变化感兴趣（想想达达主义的挑衅或达利对现实原则的

攻击）。由于超越体制的乌托邦规划的失败，诉诸千过时的或者被现代主义认为

禁忌的材料形式的实践基本改变了它的意义 。 试图获取外在千艺术的影晌的目

的的实践最终变成了内在于体制和艺术的实践。通过承认先锋派产品是艺术品 ，

艺术体制也把先前不承认的过时的材料处理合法化了 。正如阿多诺所假设的，以

艺术材料发展为基础的历史变得不再可见 。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先锋派带

来了后现代主义 ， 即对所有过去艺术材料重新挪用的可能性，尽管这不是它们的

本意 。 但是，那种要先锋派为现代艺术发展的断裂负责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毕竟

它们并没有要改变体制内部的意图，即便这是它们的真正成果。黑格尔早已明

白，人类行动并非去实现那些实施这些行动的人的意图 。 先锋派也得到了这个

教训。

由于二战后的特殊知识状况，阿多诺和格林伯格才能把现代主义理论合法化 。

换言之，在这一特殊状况下，历史断裂范畴在欧美都变成了禁忌，原因在于这个范

畴由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实现了 。 现代主义理论假设了艺术品中艺术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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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并且强化了“高雅“艺术和＂庸俗“艺术之间的差异 。 但是，随着波普艺术的

体制化，这些理论失去了有效性的基础 。 很快，后先锋对艺术材料的自由运用被看

作是什么都行的后现代自由 。 当然，这种态度究竟有何问题不久在审美评估中变

得清晰起来 。

总之，在《先锋派理论 》中，在先锋派规划的失败变得清晰后，后先锋派状况有

两个理论公式特征 ：自 主艺术体制的继续存在和艺术材料的自由使用 。 然而，这两

个理论公式的联系并没有得到解释，相反 · 变得有些难以辨认 。 因为书中的一些理

论构想表明，艺术体制在早期先锋派的攻击后并没有多大改变，唯心主义美学的范

畴并没有被摧毁，而是被重新加以确立 。 从这个角度看，我以为，有必要做更准确

的界定，也有必要修正本人自 1974 年以来提出的观点 。

可以肯定的是．先锋派对过时材料（艺术程序和技巧）的复兴（从现代艺术的角

度看）是成功的，原因在于先锋派没有打算创造永恒的艺术品，而是想利用其展示

来改变接受者的态度 。 这意味着，他们把自己的审美实践定位在体制禁止的领域 。

只有这些意图失败了，先锋派对艺术材料的自由运用才能变成内在的审美现象 。

把展示收编为艺术品，承认它们在现代艺术发展中的价值，艺术体制撤销了确立规

范的主张（例如有关作品中艺术材料的连续性原则） 。 这也发生在审美规范也得到

确认的其他领域（用寓言作品取代象征作品 ）。 回归审美自主性的核心领域，艺术

体制表现出对先锋派的攻击的抵制，但同时也把先锋派实践加以体制化 。 从这个

角度看，先锋派企图改变社会现实的失败以及它的内在审美成功（对先锋派实践的

艺术合法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

五、关千新先锋派的论争

《先锋派理论》遭到美国艺术批评界的激烈批评回应 。 用布奇洛的话说，是因

为我”对新先锋派的讽刺议论”心 但是，这句话不足以说明为何会引发这样的激烈

反应。《先锋派理论 》的论点如下：新先锋派采用了先锋派扬弃艺术的手段 。 由于

这些手段被体制接受了，即是说，被作为内在审美程序布展了，它们再也不能合法

Q) l:luchloh. "Theorizing the Avant-Garde ."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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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超越艺术领域的主张联系起来 。 “新先锋派把先锋派作为艺术体制化了，因此

否定了本真的先锋派意图。”(!)若有人要拒绝这个论点，就不能简单地赞同新先锋派

的规划 。 在丹尼尔 · 布伦©的个案中，新先锋派规划确实有深刻的敏锐性 。 布奇洛

就是简单地赞同新先锋派规划而拒绝了我的论点 。 他和布伦一起把杜尚脱离绘画

看作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立场，认为这一立场模糊了”意识形态框架”或者说

体制 。＠《先锋派理论 》的主题被颠倒：为了呈现新先锋派的体制批判是本真的成

就，杜尚遭到贬抑 。

在批评《先锋派理论》时，布奇洛随意表现出轻蔑 。 因此，他反复强调该书的作

者对 20 世纪 60 年代的进步艺术没有足够的认识。 但是，较之历史再现，理论依赖

于不同的标准 。 阿多诺曾经说过，一流的美学理论既可以在远离艺术品也可以在

与艺术品紧密联系的状况下得到发展 。 这只关涉到审美理论的构建究竟让人们看

到了什么。霍尔 · 福斯特＠和布奇洛一样属于那些和《十月 》期刊关系密切的批评

家，但他显然对《先锋派理论 》的某些观点习提出了更为老到的批评。 对于他的批

评，我接下来会做详细的探讨。 由于福斯特的理论建构伴随着自我反思批判，因此

这项任务变得更容易些 。

福斯特选择的批评焦点是后结构主义激发的弗洛伊德论 。 在他一系列的反对

意见中，他也依赖于德里达的知识主题。当他认为《先锋派理论》把早期先锋派作

为一种绝对本源时应他的论点假设了德里达对本源观念的解构 。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讨他的这一批评。一方面，可以质疑《先锋派理论》的作者

是否把先锋派看作是一种本源现象。依我看，他的这一批评无效。在该书中，先锋派

(j) Peter Burger, Theory of the Avan只边rde, p. 63. 

＠ 丹尼尔 · 布伦 (Dani e l Buren, 1 938一 ），法国概念艺术家 。 译注

Q) Buchloh. "Parody and Appropriation in Francis Picabia, Pop , and Sigmar Polke ( l982)," N如

A'lXl11tgarde a11d Culture Industry, Essays 011 European and American Art 介orn 1955 to 1975 

(Cambridge, 2000), p. 353. 

＠ 霍尔 · 福斯特(Hal Foster, 1955— )，美国艺术理论家 。 译注

@ H al Foster, Th e Retum of the Reul : Art and Theory al the End of the Century (Cambridge, M. A., 

1996) 。查尔斯 · 哈里森 (Charl es Harrison ) 对福斯特的著作进行了有趣的讨论。标题“比格尔的同

党”指出了评论者福斯特和《先锋派理论》的作者比他们想象的离得近 。 因为他们参与了从“内在文本

到体制框架＂（福斯特语）的转变 。 哈里森在这样的批评中看到了把艺术界和学术话语混合起来的危

险 。 他写道·“不身在其中就不可能了解艺术品 。 ”参见 Bookforum ( Winter 1996) , pp.30f, 34 。

© Peter Burger.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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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作是对以唯美主义代表的自主艺术的最后发展阶段的回应及其断裂结果。。 另

一方面，可以质疑福斯特的观点假设， 即是说，由于德里达对中心、本源、在场的解

构 ，任何有关本源的思考都变得无效 。 就德里达而言．这也不那么准确，因为德里

达不仅是一个本源思维的批评家，而且他自己也是本源的思想者。© 事实上，他把

延异（山ff如ance)指意为＂构成性的、生产性的、本源的因果性” 。 如果他拒绝把延异构

想成本源，那是因为他把这个术语一偏离了法国用法一—限定在整个事件上，即是

说，过去的事件被想象为发生在现在 。 但是，如果我们假设本源性事件用所有方法

都可被构想为不在场（例如上帝创造世界的行动），那么延异本身就是这样的事件 。

即使间接地指涉德里达，也必然包括这样的微妙之处 。 简单地利用德里达对

在场、中心和本源作为真理的解构显然是不可取的 。 德里达思想的诸多结论受制

于太多的规定。 毕竟，他在解构了中心这个范畴后，他又承认我们不能没有它：“我

认为，中心是一种功能，不是一种存在一一种现实，而是一种功能 。 这种功能完

全不可或缺。”@

当然 ，可能会有这样的回应，说我利用了 《政治经济学批评大纲 》中的马克思主

义历史模型 。 但是，我没有简单地假设马克思的结论，而是解释了他的模型 。 就像

德里达和拉康的思想塑造了福斯特的思想风格一样， 20 年前，卢卡奇在《历史与阶

级意识》中思考的马克思的方法论塑造了《先锋派理论》。

我们现在进入霍尔 · 福斯特的主要观点的讨论 。 这涉及他所说的我的＂残余

进化论”。“因此，对于他（比格尔）来说，一件艺术品、一次美学的转变，是同时发生

的，它出现的第一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它只发生一次，任何解释都只能是重复。嗯）虽

然此处的论点依赖千德里达对本源和直接在场的批评，但是福斯特却主要依赖千

弗洛伊德的创伤 (Nachtraglichkeit) 概念或者延迟的行动 。 对于弗洛伊德，这个术

0 关于自主性概念，对《先锋派理论 ））的探讨受制于其批评者们用横扫一切的方式指称一个虚假的自主

性概念（布克洛）的事实 。 这掩盖了自主性概念的矛盾特征，因为这个概念同时指称艺术和生活的相

对分离以及作为艺术”本质”的历史创造条件的实体化 。

＠ 参加“Von Nietzsche zu Derrida. 压 Frage nach dem Ursprung." Burger , Ursprung des p()stmodeme11 

Denkens ( Weilerswist , 2000 ) , pp. 179一184 。

Cl) Jacq ues Derrida,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 f the Human Sciences, "R Macksey and 

E. Donato, eds., The Languages of Criticism a nd the Sciences of Man, Th 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 (Baltimore , 1970 ) , p. 271. 

® Hal Foster, The Return ()f the Real,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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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指称事后对过去事件的修正，正是因为这一修正~是福斯特的主要论点，这

些事件获得意义和心理的重要性。。

我并不排斥把延迟行动的范畴用于历史事件。 相反，在我的著作《现代散文》

(1988) 中，虽然没有参照弗洛伊德，但是我做出了如福斯特所建议的类似思考 。 在探

讨 1800 年左右的德国（也就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所说的“我们那个不浪漫的年

代“)时，该书注意到“只有当我们从柏林和耶拿的小圈子知识分子的角度界定这个时

代（可以加人：通过延迟的行动），这个时代对于我们来说才会是浪漫的＂卢 稍后，该

书解释只有法国大革命的震惊引发了如下幻觉：在传统社会，主观的“我“能在世界上

找到安全的港湾。 《先锋派理论》的方法论反思也基于延迟行动的观念，即是说，对某

一对象的准确认识要求某对象领域的分化作为它的前提。

每个叙事，包括历史叙事，假设了它开始叙事的终结点，并基于这个终结点构

建了一系列的事件。至少，在主要论点中，表征不同于真实事件：当事件对未来敞

开时，叙事者或历史学家已经知道这个未来 。 这使得他或她都可能把一系列事件作

为＂逻辑“发展加以呈现。意识到事件的序列和这个序列的表征之间存在鸿沟是一种

重要的修正。这也不会贬低那个基于固定终结点的构建，而是揭示它所是的一切：一

种构建。如果历史学家希望把事件对未来的总是在场的开放性作为他的工作指导原

则，那么他很快就会迷失在众多的可能性中 。 严格说来，这样的历史是不可读的 。

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可以启迪福斯特假设的叙事：从弗洛伊德的延迟

行动的角度看先锋派和新先锋派之间的关系。延迟行动的观念，就像历史进程是

向未来开放的知识一样，是对历史表征的修正 。 它不是一个可以取代基于预设的

终结点的历史构建的模型。这一点很显然 。 因为福斯特反复说早期先锋派没有创

造任何意义（使得艺术体制变得可见，并且对批判敞开），说这个规划是由新先锋派

最先实施的，由此停留在了糟糕的一般化层面上，大谈特谈”重复、差异、延岩的问

题：因果性、时间性和叙事性问题”。@

O 参见 J. Laplanche and J. B. Pontalis ,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 1973 ), 

pp. 111—I 140 

＠ 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 (Fridrich Schlegel, 1772—1 829) ，德国诗人，耶拿浪漫派的发起人之一。 一一

译注

CT> Burger, Prosa der Moderne ( Frankfurt, 1988), pp. l43 , 145. 

© Hal Foster, The Return of the Rea l,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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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赞成把延宥行动用作一个一般的反思范畴。但是，它必须和弗洛伊德的

创伤和重复模型的使用区别开来 。 我以为，应该反对把弗洛伊德用来描述无意识

和心理事件的概念用于描述有意识和行动个体承担的历史进程。在指称重复冲动

时，弗洛伊德把它界定为“一种来源于无意识的无法控制的进程。它的行动导致主

体故意把自己置于烦恼的状况中，由此重复一种旧的经验，但是他没有回顾这个原

型”卢 很显然，新先锋派对先锋派实践的重复不能用这种方式理解。这不是无意

识地发生的，也不包含无意识冲动的因素。我们探讨的是不同语境内的有意识的

恢复 。 因此，较之福斯特，我们要更严格地区分无意识重复和有意识恢复。

更进一步，重复的范畴和重复的冲动是弗洛伊德没有界定的概念之一，对于弗

洛伊德来说，也是一个难解的谜 。 把一个问题重重的范畴从其发展出来的学术语

境（弗洛伊德无法解释重复冲动）移植到另一个语境总是脆弱的 。 这给我们理解显

然毫无无意识性质的进程有何帮助呢？

福斯特似乎意识到因为使用心理学范畴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是他却认为

他可以通过全盘挪用弗洛伊德的模型来规避这些问题。© 的确，他把早期先锋派看

作是创伤，而新先锋派是早期先锋派的重复 。 这初看起来像是走了很聪明的一步

棋。总之，弗洛伊德对创伤概念的解释之一是，在重复行动中而非在创伤的固定本

源中定位主要事件。“创伤的意义被还原，同时它的单一性被消除。”©福斯特的意

图是：把新先锋派定位为确立意义的终极事件 。

但是，对于谁来说，早期先锋派曾经是创伤呢？福斯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

是满意如下形象：它们是“那个时代象征秩序中的黑洞”。＠换言之，先锋派用他们

的行动和展示打破了象征秩序 。 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他们也就达成了激发普遍

意识危机的目标。但是，这并没有发生。

福斯特关于早期先锋派的展示不是立即清晰可读的说法，更经不起推敲。就

超现实主义而言，这个主题被德里欧＠和巴塔耶©的文本取消了。虽然他们不是超

CD Laplanche and Pontalis , Language of P sychoanalysis, p. 78. 

0 Hal Foster, The Return of the Real, p. 28. 

CJ) Laplanche and Pontalis,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p. 468. 

© Hal Foster , The Return of the Real, p. 29. 

＠ 皮埃尔 · 德里欧(Pierre Drieu La Rochelle, 1 893—1945) ，法国作家。 译注

＠ 乔治 · 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 ，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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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运动的成员，但是他们用一种同情和抵制的矛盾态度观察这个运动 。 他

们的文本在 20 世纪 20 年代证明了超现实主义信息的可读性 。

我在早些时候区分了无意识的难以制止的重复和有意识的恢复 。 这两个过程

区别于第三个过程 ： 回归 。 后来的事件启迪先前的事件，两者之间不存在可展示的

连续性 。 此处，我们正在论及本雅明所说的星丛 。 1968 年五月风暴以一种先前它

并不可读的方式把超现实主义变得清晰可读 。 但是，这两个事件之间的联系是无

法根据重复的模型来理解的，因为主体没有意识到重复或者自觉的恢复 。 事实上，

这无法从源于主体的模型角度考量 ，相反，第二个事件拥有自己出现的语境 ， 可以

启迪第一个事件 。 这个星丛隐藏于《先锋派理论 》中 。 从 1968 年的乌托邦立场看，

虽然它的失败已经得到清晰的描述，作者解读了早期先锋派，并看到了 1968 年五月

风暴的失败早已预示其中 。 因此，在本雅明概念的意义上，他坚持过去的单一形

象 。 作者没有必要否定这是有着忧郁标记的形象 。

福斯特用弗洛伊德的创伤和回归模型呈现他自己的理论概念，以衡量《先锋派

理论》的构建，其他批评观点则以一种很不起眼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 以下，我打算

回答其中几个问题 。

“比格尔在其本源意义上采用了先锋派的浪漫修辞，即断裂和革命的修

辞 。 ”0他确实这样做了，但有充分理由这么做 。 尽管存在矛盾和自我表现姿态，

革命语境（前苏联）以及艺术家阐释的革命语境（法国 ） ．都给予前苏联构成主义和

法国超现实主义一种严肃的道德感 。 这应该受到批评家的重视 。 有入谴责《先锋

派理论 》的作者”从逃避批评的神秘观点“判断新先锋派 。 这一谴责实际指向了类

似的方向 。＠ 在构想该书时，早期先锋派并没有超越批评 。 这一点可以从我先前

提到的 1971 年的超现实主义研究中演绎出来 。 后来，我把迈克尔 · 图尼埃©的

《恺木王》解读成对超现实主义的成功戏仿。＠ 我不得不承认当时内心是有斗

争的 。

CD Hal Fos ter, The Rutun, of t加 Reu l , p. 15. 

＠ 参见“Surrea li sm as Eth户”,Der Jr”“如ische Surrealismus (Frankfurt, 1996), pp. 191 -208 。

＠ 迈克尔 · 图尼埃 (Michae l T ournier, 1924- ）．法国作家 。 译注

＠ 参见“To Think Madnes、 :The Postmodern Novel, Surreali sm and Hegel, " Burger. The Think ing of 

/he Mas/er. Ba 1mlle bet妇enH叹el a nd Surrealism, Richard Block, trans. ( Evanston . I. L., 2叩2 ) 、

pp. 2-1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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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其他批评家一样，福斯特想证明，较之新先锋派， 《先锋派理论》给予早

期先锋派过高的评价 。 从方法论看，这个论点可以解读如下 ： 早期先锋派和新先锋

派的关系在比格尔的著作中是根据因果关系模型来构想的 0(!) 就所讨论的关系是

一种恢复关系，这种机械的解读是不准确的 。 但是，进入恢复范畴（在因果关系模

型中没有位置）的因素有两种 ：行动中的主体的意图和语境 。 早期先锋派可以正确

地把他们行动的社会语境看作是一种危机，如果不是革命的话，并且从这一认识中

获得设计扬弃艺术体制的乌托邦规划的能量 。 但是，这不再能用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和 6() 年代的新先锋派身上 。 同时，审美语境也改变了。早期先锋派能够把自己的

实践和越轨的主张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情景不再存在于新先锋派中 。 因为先锋

派实践被体制收编了 。

霍尔 · 福斯特作为批评家太过诚实，以至于不同意，即使从他自己的角度看，

《先锋派理论》的主题(“新先锋派把先锋派体制化为艺术，因此否定了本真的先锋

派意图 ”)适用于相当多的新先锋派作品 ：杰斯伯 · 琼斯©绘制的啤酒罐、阿曼守的装

置 、伊维斯·克莱因＠的新达达挑衅心 他后来还加上了卡普罗础和劳申伯©的名

字。 福斯特描绘了挽救那些属千第一代新先锋派艺术家的方法：第一代新先锋派

对早期先锋派的艺术材料的物化处理是必要的，为此第二代新先锋派（布伦、哈耶

克国布鲁塔尔斯奶可以批评这些实践 。 有这个模型的帮助，一旦找到自己的批评

家，事后几乎任何艺术研究都变得合法 。 因此 ． 我们可以说《先锋派理论》确实注意

到了新先锋派问题 。 例如，为了内在的审美目 的，他们对程序和艺术材料的安排有

超越艺术体制的意图 。 不得不承认 ．这一关注包含矛盾的敏锐性和高度的一般化 。

我很高兴地同意，并不是所有努力恢复先锋派规划的艺术家都包含在了我矛盾地

(]) Ha l Fo、 t cr , The Return of the Re（l ／ 可 p. 10. 

＠ 杰斯伯 · 琼斯(Jasper Johns. 1931)— ) ， 美国当代艺术家。 －~译注

＠ 阿曼(Am1an ，原名 Armand Fernandez, 1'>28-2005) ． 法裔美国艺术家。一－泽注

＠ 伊维斯 · 克莱因 (Yves Kl ein, 1928— 1l丿62) ． 法国艺术家 、新现实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行为艺术的先

驱 。 一一译注

@ H al Foster, Th e Retum of the Real, p. 11. 

＠ 阿伦 · 卡普罗 (All an Ka prow, 1927—2O1)6) ． 美国艺术家、行为艺术的先驱。一译注

(J) 罗伯特 · 劳申伯 (Robert Rauschenberg . 1 925一2(）（）8 ) ．美国艺术家、波阱艺术的先驱 。 泽注

＠ 汉斯 · 哈耶克 (Hans Haacke, 1 936一 ） ，德裔美国艺术家。一译注

＠ 马歇尔 · 布鲁塔尔斯(Marcel l:lroodthaers. 1924- 1976 ) ．比利时诗人画家、电影制片人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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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先锋派概念中（这正是我那篇关于博伊斯0的文章要揭示的） 。 © 是否有更多

的艺术家避开了我的判断并非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评估艺术作品的问题 。 关千博

伊斯，和布鲁塔尔斯一样，他也在布奇洛和福斯特的评估中都占据显要的位置，被

看作是艺术体制的批评家 。 我在其他地方表示我为何不用同样的方式看待问题，

相反，我认为他暂时被那种不想放弃进步概念的批评高估了 。＠

从我关于当代对先锋派所生产的文本和对象的介入所做的探讨中会得出什么

结论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先锋派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 至于有多远，最清楚的事

实是，今天这个概念常被用于许多不同的东西，例如，对千一种新的消费品，这是一

种特权标志 。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概念非特殊使用 ． 仅仅用作进步现代化的同义

词，是深刻异化的表达 、 与先锋派渴望的东西相距甚远 。

先锋派的研究起点尚没有失去反思的可能性，这不得不成为上述表征的悖论 ：

扬弃艺术体制的规划的失败和它在体制内的成功是一致的 。 这意味着，对先锋派

的文本和对象的实证研究把它们塞进了艺术史和文学史 ，但却没有进一步的批评

反思由此丧失了它们的具体特征 。 我们不得不接受先锋派文本已经变成文学，但

是我们也不应忽视它们原本的意图效果，也就是说，描绘出那些看似很不严肃的作

品对本真性的主张 。 对先锋派产品的非实证处理不得不记住两种视角，同时不让

它们相互冲突。完成这个任务的困难凸显了先锋派改变现实社会关系的冲动离我

们有多远 。 这不排除相反包括如下可能性：先锋派在我们无法想象的未来会获得

新的相关性 。

0 约瑟夫·博伊斯 (Jo、eph l3cuy文． 1 921 — 198(,) ，德国艺术家，在哈泼宁、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艺术理论

和艺术教育等方面都有贡献 。 译注

CT) DasAitPm derModenw (Frankfurt, 200 1) , pp.154~ 170. 

＠ 参 见 Burger, " Zur Kritik der Neo-Avantgarde," J e.f f Wall Ph o1014ra沁 (Co logne . 2003). pp. 174— 
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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